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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１２──中华民国元年壬子

１﹐１（一一，一三）

（１）孙中山（文）自上海抵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下午十时），以是日为中华民国元年

元旦。

（２）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

作霖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请饬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

用（一作１﹐２）。

（３）唐绍仪电袁世凯，请允将国会改在上海开会，蒙藏选举区作为两处（袁主六处），并

再请辞职。

（４）袁世凯告英公使朱尔典，唐绍仪辞职，军人请亲贵捐款续战，本人明日将请辞。

（５）廖宇春说冯国璋赞同共和，不得要领（廖于去年１２﹐２８返北京）。

（６）日军七百人到汉口。

（７）民军张士秀、李凤鸣占山西运城（１﹐３０南退）。

１﹐２（一一，一四）

（１）袁世凯准唐绍仪辞代表职，并电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件，嗣后应商事件，直接电

商。

（２）袁世凯覆孙中山１２﹐２９电，国体尚待公决，未敢预闻临时政府事；孙覆电重申相

让之意。

（３）袁世凯电伍廷芳继续停战十五天，主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两军各后退五十

里，或清军退出汉阳、汉口百里以外，杨逻司及蔡甸沌口民军退过江南，陕西两军退离潼关

五十里，江北民军及张勋军均不前进。

（４）直隶滦州驻军第二十镇统领官苏广川，管带王金铭、施从云、张建功、王名清、郑金

声、冯御香（玉祥）、徐廷荣通电赞成共和（实际主之者为王、施，王任都督，施任总司令，

冯任参谋长。传载涛、载洵走天津英法租界）。

（５）河南咨议局电袁世凯，人民切望共和，倘和议更动，河南人民誓与朝廷断绝关系。

（６）各省代表再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取消内阁制。

（７）黎天才率所部新编第一师自南京出发西援湖北（张联升、由犹龙分任协统）。

（８）武汉民军向汉口英国领事要求在九江检查英船。

１﹐３（一一，一五）

（１）各省代表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仍兼鄂军都督）。

（２）孙总统电各省派参议员组织参议院。

（３）孙总统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蒋作宾为次长，黄锺瑛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次长，伍

廷芳为司法总长，吕志伊为次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王鸿猷为次长，王宠惠为外交总长，

魏宸组为次长，程德全为内务总长，居正为次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景耀月为次长，张謇

为实业总长，马和（君武）为次长，汤寿潜为交通总长，于伯循（右任）为次长，并任命胡

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宋教仁为法制局长，汤化龙为副局长（各总长于昨日经各省代表会同

意，初拟以宋教仁长内务，章炳麟长教育，为部分代表所反对。武汉方面以鄂人未获任总长，

颇为不满，但次长多为鄂人。又各总长实际在南京任事者，仅黄兴、王宠惠、蔡元培三人）。

（４）袁世凯代递姜桂题、冯国璋、张勋等１﹐１电，诏命亲贵王公输饷赡军。

（５）驻外各使节陆征祥等电请清帝退位。

（６）醇亲王载沣力陈人民趋向共和，主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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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袁世凯访奕劻、那桐。

（８）伍廷芳电袁世凯，声明唐绍仪所签之约，不因其辞职失效，并要求履行退兵办法。

（９）清内阁通告各路军队，续议停战。

（１０）湖南国民协会通电斥杨度为汉奸，请拿办正法。

（１１）章炳麟、张謇、程德全、陈三立、熊希龄、汤化龙、汤寿潜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

（１２）盛宣怀到日本神户。

（１３）日英美德法军开往京榆（山海关）铁路沿线保护交通（防滦州民军）。

１﹐４（一一，一六）

（１）袁世凯电伍廷芳，质问此次选举总统用意，并另提临时国会选举办法，声称须在北京

开会。

（２）伍廷芳电袁世凯，请亲来上海，并再声明唐绍仪所签之约，不能更动。

（３）清督抚赵尔巽、陈夔龙、段祺瑞、锡良、齐耀琳、胡建枢、陈昭常、周树模电奏，请

令亲贵大臣立将外国银行存款提出，以充军饷。

（４）清以梁士诒署邮传部大臣（代杨士琦）。

（５）汉阳汉口清军退孝感、广水一带。

（６）陕西及豫西民军张钫、刘镇华克河南灵宝。

（７）孙总统电令广东都督陈炯明出师北伐。

（８）重庆军政府与援川滇军订立合同条款。

（９）袁世凯眷属自北京回彰德。

１﹐５（一一，一七）

（１）孙总统发表告国民书，列举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为

政务方针，洗去满清时代辱国举措、排外心理，与各友邦益增睦谊。

（２）孙总统发表对外宣言，承认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及外人既得权利等八事。

（３）廖宇春奉袁克定命，再劝冯国璋赞成共和，南北推尊袁世凯，冯意动。

（４）袁世凯电请伍廷芳亲来北京。

（５）清通永总兵王怀庆占滦州，民军退昌黎（一作１﹐８）。

（６）伊犁独立，新军标统杨缵绪及冯特民、郝可权、李辅黄、李梦彪、黄立中主之，杀将

军志锐，推前任将军广福为都督，杨缵绪为军务部长。

（７）陕豫民军克河南陕州，清毅军统领赵倜退渑池。

（８）段祺瑞自汉口退驻孝感。

（９）岑春烜自上海覆梁启超书（梁曾三次函岑，并由麦孟华、谭典虞面谒，拟拥岑图粤）。

（１０）中国社会党南京分部成立。

（１１）汤化龙、孙洪伊、林长民、张嘉森、黄可权、向瑞琨等在上海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

（１﹐１０梁启超加入）。

１﹐６（一一，一八）

（１）伍廷芳电袁世凯，谓南京组织政府与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绝不相妨，会议地点仍当在

上海。

（２）袁世凯电伍廷芳，谓唐绍仪无决定之权，国体由国会解决，并请切实答复国会选举办

法。

（３）山东黄县独立。

１﹐７（一一，一九）

（１）清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自汉口到北京，谋联合各军，要求共和。

（２）黎元洪组织北伐军，以战时总司令吴兆麟，右翼军总司令李烈钧，左翼军总司令赵恒

惕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军总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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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孙总统通令各省，限制招兵。

（４）日人犬养毅、头山满到南京，翌日，晋见孙总统，告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反对中国共

和政体，劝联合岑春烜、康有为对抗袁世凯，为孙所拒。

（５）云南西防总司令李根源，西路巡按使赵藩到腾越，平滇西之乱，以张文光为腾越镇总

兵。

１﹐８（一一，二０）

（１）靳云鹏谒袁世凯，谓第一军一致赞成共和，推袁为大总统。

（２）唐绍仪电袁世凯，民军拟自行召集国会，蒙藏东北各处均将参加，各国将予承认。

（３）伍廷芳电袁世凯，请亲自或另派代表前来上海，勿再电商。

（４）岑春烜电袁世凯，请仍各唐绍仪所定条款，取决国会。

（５）袁世凯同意美国派兵保护京津铁路（１﹐１１美使告袁，派兵五百）。

（６）阎锡山自太原退至包头。

（７）山西民军克绛州。

（８）日本轮船密运步枪一万二千枝，子弹二千万发，机关枪六挺，山炮六门抵南京。

（９）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一万万元。

１﹐９（一一，二一）

（１）袁世凯电伍廷芳，劝勿再执唐绍仪所签条款，不允另派代表，并坚持以北京为国会开

会地点。

（２）孙总统委黄兴为总参谋，钮永建为副参谋。

（３）临时政府陆军部成立。

１﹐１０（一一，二二）

（１）伍廷芳电袁世凯，谓唐绍仪所签之约为不可移动之条件，上海为开会地点，亦万无可

易。

（２）伍廷芳电袁世凯再责河南巡抚齐耀琳虐杀民党张钟瑞等（１﹐２曾有电质问）。

（３）清军王怀庆等占昌黎，民军大都督王金铭、总司令施从云及孙谏声、陈得万死之。

（４）围攻陕西凤翔之甘肃固原提督张行志部连日与民军激战，互有胜负。

（５）湖南都督谭延闿电孙总统及黄兴、伍廷芳、陈其美，即与袁世凯最后交涉，如停战期

满，尚未将君主民主问题解决，即令各路开战（１﹐１３再电，限三日内解决，否则开战）。

（６）庄蕴宽代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本日在苏州就职。

１﹐１１（一一，二三）

（１）袁世凯派其亲信告英国公使朱尔典，清廷势须退位，各国是否赞助其组织临时政府。

朱云各国对袁信任，望与南方妥协。

（２）王宠惠电英国外相葛雷，民国政府成立，继续尊重外人权利。

（３）袁世凯电伍廷芳，坚持国会地点必在北京。

（４）张謇电告袁世凯，拟赴鄂商段祺瑞与黎元洪相结，请清廷接纳国民会议办法，否则不

任战斗之事（此事系张謇与张绍曾所商定，旋由雷奋赴汉口见段后，张謇再电袁，请由军人

干政）。

（５）靳云鹏恳劝冯国璋赞成共和（靳及袁克定另函各军将领劝说）。

（６）黎元洪下令北伐。

（７）孙总统委徐绍桢为南京卫戍总督。

（８）临时政府外交部成立，伍廷芳、温宗尧交卸民军外交代表。

（９）浙江各府代表及旅沪学会宋福铣，宁波同乡会虞和德分别推举蒋尊簋代理浙江都督（杭

州、金华、衢州、严州人士别推陶成章）。

（１０）俄国声明外蒙古请求俄国支持其独立，中国亦请俄调解，俄劝外蒙与中国妥协，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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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自治，中国不设官，不驻兵，不移民。

１﹐１２（一一，二四）

（１）清王公会议，反对退位，良弼、铁良、载涛、毓朗、载洵、善耆、溥伟等组宗社党。

（２）资政院谈话会，决致书内阁主战。

（３）上海西人商会电载沣、奕劻、袁世凯，请清廷退位。

（４）孙总统委蓝天蔚节制北伐沪军及海军。

（５）日本内阁决定与清廷合营汉冶萍公司。

１﹐１３（一一，二五）

（１）俄国外务大臣萨桑诺夫告英大使布恰南希望外蒙自治，声明俄无意兼并。

（２）驻俄公使陆征祥电北京外务部，俄要求中国不在外蒙驻兵、殖民，允其自治。

（３）美国务卿诺克斯训令汉口总领事严各中立。

（４）醇亲王载沣访袁世凯、奕劻，商南方所提退位条件。

（５）张勋电奕劻、载沣、世铎、溥伟、善耆、载洵、载涛、载泽、载振请凑集银两数千万

两，以应军需。

（６）袁树勋、唐文治、丁宝铨、杨文鼎、施肇基电载沣、溥伟、奕劻、世铎、载洵、载涛、

溥伦、载泽等，请早定共和。

（７）伍廷芳电袁世凯，否认南人北人之说。

（８）中国同盟会总部设立于南京。

１﹐１４（一一，二六）

（１）伍廷芳电孙总统，谓唐绍仪询问以总统让袁世凯，有何把握。

（２）法国公使马士理访袁世凯，表示支持。

（３）直隶河南咨议局电询孙总统：一、清廷退位后，能否举袁世凯为总统？二、对北方军

队能否一律待遇？三、能否先定颊待皇室及旗民生计？

（４）孙总统电复直隶河南咨议局，清廷退位后可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５）湖南共和协进会熊希龄、张学济等电袁世凯，速请明诏退位，勿误大局。

（６）张勋电资政院，决不承认民主，即日联合各军南下。

（７）光复会首要陶成章在上海被刺死（翌日孙总统电唁并缉凶）。

（８）孙总统电各省禁止擅行拘捕狙击。

（９）伍廷芳电蒙古王公，申明各民族一律平等。

（１０）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受俄人煽惑，宣布独立。

（１１）豫陕民军张钫、刘镇华为毅军赵倜所败，自豫西陕州灵宝西退。

（１２）中国社会党在苏州开成立大会。

１﹐１５（一一，二七）

（１）英外相葛雷电复朱尔典，英对袁世凯极友好，愿予一切外交援助。

（２）孙总统电复伍廷芳，如清廷退位，即宣布解职，首推袁世凯为总统。伍即电告袁世凯。

（３）上海洋商团电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劝早日宣布共和。载沣、奕劻即访袁世凯相

商。

（４）廖宇春、靳云鹏访赵秉钧、杨度，请转劝奕劻等赞同共和。

（５）岑春烜奏请径降明谕，组织共和政府（另有电致载沣等）。

（６）直隶通州民军举事未成。

（７）山东登州独立，刘艺舟为都督（同盟会徐镜心主之）。

（８）停战期续展十四日（第六次停战）。

（９）孙总统委日人犬养毅为法制顾问，阪谷、原田为财政顾问。

１﹐１６（一一，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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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袁世凯密奏隆裕太后，力劝实行共和。

（２）革命党人张光培、杨禹昌、黄之萌炸袁世凯于北京东华门外一字街，伤马，毙卫队管

带袁振标（杨等均被捕遇害）。

（３）美国公使嘉乐恒电国务院，袁世凯态度不定，清廷不久将退位。

（４）袁世凯电伍廷芳，质问民军违约自武昌上海北进。

（５）关外大都督蓝天蔚率北伐舰队自上海抵烟台。

（６）陕西都督张凤翙与清军升允、马安良连日战于醴柿、干州。

（７）蒋尊簋代汤寿潜任浙江都督。

１﹐１７（一一，二九）

（１）清廷御前会议，袁世凯称疾不至，赵秉钧、梁士诒等主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南京开

议，恭亲王溥伟及良弼等力持不可。

（２）南京外交总长王宠惠请英美法等国承认民国政府。

（３）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内务部成立。

（４）汪兆铭致书梁启超，致倾慕之忱（另托范源廉赠二千元）。

（５）清命张怀芝兼帮办山东防务大臣。

１﹐１８（一一，三０）

（１）孙总统电伍廷芳转告唐绍仪，清帝退位，共和既定，决推袁世凯为总统，惟须以五条

件要约，一、清帝退位，不得以政权私授于其臣；二、北京不得设临时政府；三、实行退位

后，由民国政府电闻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待其回音；四、本人即向参议院辞职；五、

公举袁为总统（１﹐１９将三、四、五条合并，改为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即辞职，

公举袁为总统）。

（２）袁世凯告英使朱尔典，即将发布上谕，委其组织临时政府，设于天津。

（３）清廷允袁世凯病假三日。

（４）清廷御前会议，奕劻未至。

（５）北京戒严。

１﹐１９（一二，一）

（１）奕劻、载沣、溥伟、善耆、载泽、载洵、载涛、溥伦与国务大臣会议，商退位事（会

后奕劻、载沣访袁世凯续议）。

（２）清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奏请人心已去，君王专制，恐

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

（３）宗社党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推冯国璋为会长，散发激烈传单，反对共和，指责

奕劻。

（４）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奏请明降谕旨，慨允共和。

（５）外交总长王宠惠再电英国外务大臣葛雷，清廷将退位，盼即承认民国政府。

（６）南昌吴铁城、蔡公时等计划改同盟会为共和本党，马毓宝、孙毓筠均表赞同。

（７）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

１﹐２０（一二，二）

（１）盛传宗社党运动北京驻军（禁卫军及第一镇）暴动，袁世凯将避往天津，靳云鹏、廖

宇春谒袁克定、袁世凯，力持不可。

（２）袁世凯召集内阁会议。

（３）伍廷芳向袁世凯提出颊待清皇室条件。

（４）云南都督蔡锷电请孙总统令北伐军长驱直捣，勿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

（５）清毅军统领赵倜再占潼关。民军张钫退华州南山。

（６）南京陆军部颁行临时军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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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本向南京进行沪杭铁路借款三百万日元。

（８）同盟会在南京开会，议推汪兆铭为总理。

１﹐２１（一二，三）

（１）唐绍仪以北京密电转告伍廷芳，谓孙中山所开条件，与前言不符（指北京不得设临时

政府及孙不立即辞职）。伍主清帝退位后，由袁与南京协商，组织一全国政府。

（２）袁世凯续假三日（时盛传袁出京）。

（３）民国临时政府开一次阁议。

（４）广西提督陆荣廷自南宁到桂林（１﹐２０），任广西都督。

１﹐２２（一二，四）

（１）孙总统电伍廷芳，提出让位与袁世凯五条件：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凯知照各国；二、

袁宣布赞成共和；三、孙接到外交团通知后辞职；四、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誓各参议院

所定宪法。

（２）孙总统致函字林西报，如各国承认民国，即举袁世凯为总统。

（３）伍廷芳以和议发生波折，电请辞职。

（４）清御前会议恭亲王溥伟反对退位（奕劻、袁世凯未到）。

（５）君主立宪维持会向奕劻请愿。

（６）东三省陆防全体军人电袁世凯，反对共和，请内阁表示态度，并声言已组织勤王军队。

（７）招商局董事会议决向英美法进行借款。

（８）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出使义国大臣吴宗濂奏请宣布共和。

（９）山东都督府在烟台成立（胡瑛为都督，由杜潜代理）。

（１０）中华民国工党成立于上海。

１﹐２３（一二，五）

（１）伍廷芳电孙总统，条件不可随时变更，若清帝退位，全国有一共和政府，目的已达，

其它均易商，孙即电覆，声明无失信之事。

（２）段祺瑞电内阁，军心动摇，共和思想有难遏之势。

（３）袁世凯遣人告英使朱尔典，袁受铁良等排斥，将辞职离京。

（４）英法俄日四使赞成清室退位。

（５）蔡锷电黎元洪，如大局早定，即举袁世凯为总统。

（６）奉天巡防营统领张作霖杀急进会会长张榕（上月赵尔巽召作霖部驻省城）。

（７）清以山东布政使张广建代胡建枢为山东巡抚。

１﹐２４（一二，六）

（１）清廷允将国会选举办法及开会地点托量变通。

（２）北京蒙古王公那彦图等电梁启超等，君位存亡，危在旦夕，请速归共筹匡济之策（此

电系梁派人士促成）。

（３）四川泸州军政府合于重庆军政府（万县军政府不久亦与之合）。

（４）江西都督马毓宝公布江西省临时约法。

（５）美国务卿诺克斯通知英国，不对中国借款（英赞同）。

（６）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与俄外部大臣开始谈判南北满洲利益分界磊延长及内外蒙古势

力范围划分问题（１﹐１６日内阁所决定）。

（７）清以张勋署两江总督。

１﹐２５（一二，七）

（１）段祺瑞电内阁，各将领力主共和，闻溥伟、载泽阻挠，愤愤不平，拟即联衔陈请。

（２）清以国体问题，有待国会公决，命该管衙门诰诫军民，勿信浮言。

（３）袁世凯奏，国会选举，定为廿八处，每处六人，会议地点托定为天津、汉口、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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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醇亲王载沣访袁世凯，告以拟封为侯爵，促入宫谢恩（传拟趁机除之）。

１﹐２６（一二，八）

（１）清第一军军统段祺瑞、提督姜桂题、张勋、副都统段芝贵、布政使倪嗣冲、陆军统制

官曹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孟恩远、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参议官吴光新、曾毓隽、

总参谋官徐树铮、陆军统领官鲍贵卿、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巡防统领王汝贤、赵倜等

四十七人电请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暂时代表政府。

（２）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王士珍电段祺瑞转劝各将领切勿轻举妄动。

（３）袁世凯电唐绍仪，谓军人电请共和，已有步武，盼伍廷芳勿相逼。

（４）革命党人彭家珍（四川人，曾任奉天讲武堂及学兵营教练官）炸伤清军谘使良弼（彭

死之，二日后，良弼亦死）。

（５）革命党人薛成华（敬臣）刺天津总兵张怀芝，不成死之。

（６）清赐封袁世凯一等侯爵。

（７）清隆裕太后请梁士诒、赵秉钧、胡惟德恳袁世凯保全其母子性命。

（８）资政院议长李家驹辞职，以许鼎霖继。

（９）黎元洪、蔡锷分电孙总统，和议已无可言，惟有诉诸战争。

（１０）外交团决定保护北京至山海关铁路。

１﹐２７（一二，九）

（１）袁世凯奏，人心乖离，军事困难，外交棘手，并再请收回封爵成命。

（２）孙总统电伍廷芳，不允和局展期，决意开战。另电各国公使，对袁让步，在早日实现

共和。

（３）北伐军粤军支队姚雨平，镇军支队葛应龙，浙军支队吕公望败张勋部，克安徽固镇。

（４）北方革命协会推胡鄂公为总司令，白逾桓为津军都督。

（５）滦州煤矿公司代表周学熙、李士伟、李世鉴与开平矿务公司订立开滦矿务总局联合办

理草合同。

（６）苏州铁路公司与日本大仓洋行订立三百万日元借款合同（

２﹐９因英国反对，未成立）。

１﹐２８（一二，一０）

（１）临时参议院成立（翌日林森、陈陶遗当选正副议长，３﹐１５副议长改选王正廷）。

（２）袁世凯三辞封爵。

（３）山西巡抚张锡銮电请承认共和。

（４）清军倪嗣冲占安徽颖上，民军退寿州。

（５）孙总统令广西都督陆荣廷出师北伐。

（６）孙总统电北京蒙古王公，共图大计。

（７）孙总统禁止仇杀保皇党人。

（８）孙总统电广东都督陈炯明，劝同盟会光复会协力同心，不可猜贰阋墙。

１﹐２９（一二，一一）

（１）袁世凯四辞封爵，并续病假。

（２）清御前会议，王公均不反对共和，载沣主将所有重要问题，委任袁世凯办理。

（３）孙总统电伍廷芳，责袁世凯失信无义，阻挠共和。

（４）孙总统告南京英领事韦金生，和议可成。

（５）天津革命党人胡鄂公、姜赐卿等攻总督衙门，失败。

（６）江北都督府委总参谋长孙岳为浦扬镇北伐联军总司令。

（７）孙总统委吴鼎昌、薛颂瀛为中央银行正副监督。

（８）清度支部向奥国瑞记洋行借款七十五万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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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盛宣怀在神户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私订汉冶萍公司借款草合同，

增加资本三千万元，双方各任一半。

（１０）日人川岛浪速与蒙古喀剌沁王订立协议，助内蒙古独立。

１﹐３０（一二，一二）

（１）清御前会议，隆裕太后召见奕劻、载沣，拟退位。

（２）冯国璋请辞禁卫军总统。

（３）孙总统将法制局所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咨送参议院。

（４）袁世凯决定由河南等省【请愿共和而不独立】。

（５）外交部电各省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６）清外务部与外交团订立国际银行委员会关税管理准据规则。

（７）中华民国实业协会在南京成立，李四光为会长。

１﹐３１（一二，一三）

（１）参议院改临时政府组织法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行起草。

（２）袁世凯奏，俟时局稍定，再行受封。

２﹐１（一二，一四）

（１）章炳麟电黎元洪，主以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仍都北京。

（２）袁世凯电北军将领，劝固结团体。

（３）清以张锡銮会办奉天防务，以李盛铎署山西巡抚，卢永祥会办山西军务。

（４）旅沪粤人以陈炯明将率师北伐，汪兆铭复固辞，改推冯自由为广东都督（冯亦辞）。

（５）沪军都督陈其美向招商局股东大会说明暂以该局作为借款之必要（拟向日本邮船株式

会社及日清公司借一千万日元，２﹐６议妥，以德、美、英及南京参议院，招商局股东反对，

２﹐２８上海日本总领事有吉明复恐招袁世凯之不满，请外务省中止进行）。

２﹐２（一二，一五）

（１）姜桂题、段祺瑞、冯国璋电各路统兵官，盼北方军界联合团体，以厚武力（黄兴等旋

以南北军人联合会名义电姜等，否认南北之分）。

（２）段祺瑞之代表吴光新、徐树铮与武昌军政府代表孙武等会商退兵办法。

（３）清以王赓（揖唐）为军谘使。

（４）清御前会议，隆裕太后主和平（袁世凯、溥伟均未到）。

（５）贵阳巡防营管带刘显世唆使兵变，逐枢密院长张有麟，杀巡防总统黄泽霖。

（６）重庆军政府合并于成都军政府（重庆改设镇抚府）。

（７）陆军部重申不准招募令。

２﹐３（一二，一六）

（１）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冯国璋，允退政，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商托条件，袁即电告伍

廷芳。

（２）陈夔龙乞休，以张镇芳署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为袁世凯亲信）。

（３）新任河南布政使王祖同（肖庭）自北京到开封，王锡彤偕行，策划【请愿共和而不独

立】（此系二王与李时灿商定，获袁世凯同意，王敬芳、胡汝霖均预其事）。

（４）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唐绍仪、汤化龙、庄蕴宽、林长民、温宗尧、蒋尊

簋、汤寿潜、唐文治、王印川等组织统一党。

（５）北伐粤军协统林震败张勋部，克宿县。

（６）内政部定保护人民财产办法。

２﹐４（一二，一七）

（１）唐绍仪访伍廷芳，汪兆铭自上海到南京谒孙中山，分商清室颊待条件（２﹐６汪返沪）。

（２）冯国璋、段祺瑞、张勋等六十将领电伍廷芳，请承认颊待条件原文，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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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清以张锡銮为东三省边务大臣。

（４）俄军占领黑龙江胪滨府（呼伦贝尔，一作２﹐１７）。

（５）陆军部严禁私募军饷。

２﹐５（一二，一八）

（１）参议院修正清室颊待条件（２﹐６由伍廷芳电告袁世凯）。

（２）段祺瑞、王占元、何丰林、李纯、鲍贵卿等九将领自信阳电奏，斥责王公，阻挠共和，

败坏大局，即率全军将士入京，与之剖陈利害。

（３）河南巡抚齐耀琳奏，河南咨议局及军界均盼宣布共和（袁世凯授意）。

（４）出使德国、英国大臣梁诚、刘玉麟奏请速颁诏旨，决定共和。

（５）清以宋小濂署黑龙江巡抚。

（６）财政部取缔各省私借外债。

（７）改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吴鼎昌任监督。

２﹐６（一二，一九）

（１）袁世凯召集王公大臣会议，传阅昨日段祺瑞等电报，决定赞同共和。

（２）出使奥国大臣沈瑞麟奏请速定大计，明诏天下。

（３）美国向有关列强提议，为维护在华共同利益，应采取一致行动。

（４）清外务部照会英使，同意开滦矿务总局联合办理合同。

（５）章炳麟到南京，任枢密顾问（另一枢密顾问为张人杰）。

（６）孙总统之公子科自美国抵南京。

２﹐７（一二，二０）

（１）袁世凯电唐绍仪，颊待条件今日已请旨验商，须满大众所望，并告北京及东北危机。

（２）参议院开始修订临时约法。

（３）参议院议决统一军政、民政、财政办法案。

（４）日军万余在大连柳树屯登岸，一部开往沈阳。

（５）徐州张勋部兵变。

２﹐８（一二，二一）

（１）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商颊待条件，有所修正，袁即电伍廷芳、唐绍仪。

（２）梁士诒密电唐绍仪，请切商统一办法，政府可多用南人，惟地点决不可移易。颊待条

件措词须浑括，将来徐图整理。

（３）冯国璋、段祺瑞等六十人电唐绍仪，颊待条件仍照原文（

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不用逊位二字）。

（４）广东都督陈炯明，北面招讨使谭人凤电孙总统等反对颊待清室条件。

（５）徐州张勋赞成共和，派员与宿州粤军司令姚雨平，浙军司令朱瑞商联络办法。

（６）江西都督马毓宝为旅长刘世钧所迫，辞职（拥马之洪帮首领朱汉涛被杀），临时省议

会举李烈钧继任（南昌士兵及商界曾表示反对）。

（７）美国以日本有出兵保护关外铁路之议，声明严各中立（１﹐３德国曾请美国声明尊重

中国主权）

。

２﹐９（一二，二二）

（１）段祺瑞电孙总统，主南北政府同时取消，并预行推定临时总统（翌日段又电黎元洪）。

（２）署直隶总督张镇芳、署两江总督张勋、署湖广总督段祺瑞、山东巡抚张广建、河南巡

抚齐耀琳、安徽巡抚张怀芝、山西巡抚张锡銮、吉林巡抚陈昭常等奏请速降明谕，宣布共和。

（３）伍廷芳将修正之颊待条件电告袁世凯（改逊位为辞位）。

（４）清以昆源代锡良署热河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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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陆军部取缔各省购办军火。

２﹐１０（一二，二三）

（１）参议院通过颊待清室条件八款，清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以待外国君王之礼相待，

每年与岁用四百万元，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等照常留用。又待遇皇族条件四款，

待遇满蒙回藏条件七款（以上条款由南北代表照会各国公使）。

（２）伍廷芳电袁世凯，如２﹐１１尚未得清帝退位确报，颊待条件即作废。

（３）隆裕太后谕内阁电段祺瑞静候勿躁。又命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等自奉天回京，不

可妄生异想，致累和局。

（４）君主立宪维持会宣布取消。

（５）段祺瑞自信阳抵保定（翌日到北京）。

（６）蒙古王公通电推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７）北伐粤军司令姚雨平与张勋议和不成，即进克徐州。

（８）汉冶萍公司与日本正金银行订立借款三百万日元。

２﹐１１（一二，二四）

（１）袁世凯电伍廷芳，颊待条件已奉旨允准。

（２）袁世凯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赞成共和，说明不克南行苦衷，并请协商组织统一办法。

（３）黎元洪电伍廷芳，主依段祺瑞主张，请各省代表来鄂，商政府组织。

（４）孙总统委交通总长汤寿潜充南洋劝募公债总理。

（５）重庆蜀军都督张培爵、夏之时调解滇军与成都军政府冲突（时川滇军在资州、自流井、

合江一带互斗）。

２﹐１２（一二，二五）

（１）清帝溥仪（宣统）奉隆裕太后懿旨，下诏辞位，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

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２）隆裕太后懿旨宣示朝廷苦衷，命京内外官民勿逞意气，毋旷厥职。

（３）隆裕太后懿旨宣布颊待皇室、皇族及待遇满、蒙、回、藏条件。

（４）陆军部通告改北伐军为讨虏军。

（５）参议院质问以招商局及汉冶萍公司押借日款案（２﹐１８政府答复，２﹐２２再度质

问，翌日再复）。

２﹐１３（一二，二六）

（１）孙总统向参议院辞职，并荐袁世凯以代。

（２）孙总统电袁世凯，谓即行辞职，并举以自代，请速来南京。

（３）袁世凯布告，膺命组织临时政府，在过渡期间所有旧日政务目下仍当继续进行，自称

临时政府首领，改各部大臣名为首领，出使大臣名为临时外交代表，并通告公使团。

（４）袁世凯及各部大臣联电北方各省督抚，说明朝廷苦衷及辞位原委。

（５）外交团会议，决定在中国统一政府未成立前，仅以私函与临时政府交涉，不轻予承认。

（６）章炳麟电参议院，主建都北京（民立报亦作相同主张）。

２﹐１４（一二，二七）

（１）参议院允孙总统辞职，以新总统接事为解职期。

（２）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设于北京。孙总统反对，提请复议。

（３）孙总统电唐绍仪，不以清廷退位诏内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为然。

（４）黎元洪电请袁世凯派定北方各处代表前来汉口，会同推定总统，并确定政府所在地。

（５）广东都督陈炯明通电，反对政府设于北京。

（６）黎元洪电南京，反对以招商局向外抵押借款一千万元（翌日南京覆电，仍请赞成）。

（７）俄国向日本提议，承认中国共和政府，应采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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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一二，二八）

（１）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议决临时政府仍设南京，并电袁前来受职，在未受

任前，政务仍由孙总统继续执行。

（２）袁世凯通电，北方军队及全蒙代表均推为临时总统，清帝委任，无足再论，北方危机

隐伏，舍北就南，变端立见，已请唐绍仪赴南京协商（表示退意）

。

（３）孙总统电北方将领冯国璋、张勋等贺南北统一，盼同力巩固共和。

（４）江苏都督庄蕴宽通电主建都北京（浙江蒋尊簋、湖南谭延闿、云南蔡锷、山西阎锡山

等和之）。

（５）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庆典。

（６）孙总统祭告明太祖陵。

（７）孙总统电袁世凯严禁私卖奉天行宫器物。

２﹐１６（一二，二九）

（１）袁世凯电孙总统及参议院，说明南下为难，俟南京专使到后再商。

（２）参议院议决接收北方各省（东三省、直、豫、甘、新）统治权办法。

（３）伍廷芳、温宗尧、汪兆铭通电说明议和及订定清帝退位后颊待条件经过，并辞议和总

代表（２﹐１７孙总统照准）。

（４）王天纵合马云卿之湖北民军入南阳，总兵谢宝胜走方城（

寻自杀，按王系于１﹐３１离陕前来，系由樊钟秀联络）。

２﹐１７（一二，三０）

（１）孙总统电袁世凯，已托唐绍仪等北上面陈，仍盼南来。

（２）广西都督陆荣廷通电主建都南京。

（３）沪军师长吴绍璘、黄郛等请以陈其美为江苏都督（孙总统电覆须先经选举，同时陈请

辞沪军都督，孙电留）。

（４）袁世凯改以段祺瑞署陆军首长（王士珍辞）。

（５）黎元洪再电南京，反对以汉冶萍矿向日人抵押借款。

２﹐１８（一，一）

（１）孙总统派蔡元培为专使，汪兆铭（前议和参赞）、宋教仁（法制局长）、魏宸组（外交

次长）、钮永建（参谋次长）、刘冠雄（海军顾问）、王正廷（参议院副议长）、曾昭文（陆军

部军需局长）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赴北京迎袁世凯南来。

（２）孙总统布告，消融异见，蠲除畛域，共谋国家荣光，国民幸福。

（３）陕西民军张钫与清第六镇协统周符麟、毅军统领赵倜议和，清军自潼关东退。

（４）清甘军升允部陆洪涛占陕西醴柿，进攻咸阳。

（５）日本赞同２﹐６美国提议。

２﹐１９（一，二）

（１）袁世凯电孙总统，表示准备南下。

（２）陈三省、赵尔巽、陈昭常、宋小濂电袁世凯，举为临时大总统。

（３）陆军部通电各省裁撤军政分府，并遣散军队。

（４）爪哇泗水华侨升旗燃炮，庆祝民国成立，与荷警冲突，死三人，伤十余人，被捕百余

人。

（５）国民宪政会（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是年秋，又恢复宪政会旧称）。

２﹐２０（一，三）

（１）定五色旗为国旗。

（２）参议院选举黎元洪续任临时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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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本对英声明，如不妨碍日在满洲特殊权益，决采不干涉政策（２﹐１６英对日曾有

所劝告）。

２﹐２１（一，四）

（１）日本照会列强，建议对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应采取一致行动，取得在华条约上及惯例

上享有的权利保障。

（２）财政总长陈锦涛与俄国道胜银行订立一百五十万镑借款草约（以各方反对，未成立）。

（３）孙总统改委汪兆铭为广东都督，暂仍由陈炯明代理（原令胡汉民回任，胡辞）。

（４）湖北临时会议发起民国议会。

２﹐２２（一，五）

（１）俄国赞同２﹐２１日本建议。

（２）陆军部令各省将湘楚淮军昭忠祠改为大汉忠烈祠。

２﹐２３（一，六）

（１）梁启超自日本致书袁世凯，陈述财政设施及组织政党问题，并派汤叡面谒。

（２）孙总统准红十字会立案。

（３）陕西民军败甘军陆洪涛于咸阳。

２﹐２４（一，七）

（１）孙总统令革除前清官厅【大人】【老爷】

等称呼，嗣后官厅人员以官职相称，民间以【先生】，【君】相称。

（２）孙总统令整饬官方，慎重铨选。

（３）陆军总长黄兴电袁世凯请辞（２﹐２６袁慰勉）。

２﹐２５（一，八）

（１）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唐绍仪等自上海到天津，即赴北京（李煜瀛约于旬前自北

京到上海，曾与蔡、汪及吴敬恒、张人杰、张继发起进德会，至是随蔡等乘招商局【新铭】

轮北上，途中又发起社会改良会）。

（２）南京陆军将校联合会成立，黄兴为会长。

（３）武昌文华学校童子军成立（中国最早之童子军）。

２﹐２６（一，九）

（１）俄国向日本建议，以确保两国特殊利益为承认中国新政府之条件（日未同意）。

（２）英国赞成２﹐２１日本建议。

２﹐２７（一，一０）

（１）蔡元培、汪兆铭由唐绍仪陪同谒袁世凯，请赴南京就职，袁表示俟拟定留守之人，即

可就道（晚胡惟德宴蔡等，赵秉钧等作陪）。

（２）黎元洪通电，仍主暂时建都北京，将来应在武昌。

（３）孙总统慰留上海都督陈其美。

（４）武昌兵变。

（５）法国赞成２﹐２１日本建议。

２﹐２８（一，一一）

（１）孙总统布告拥护国民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消融意见，蠲除畛域。

（２）蔡元培等再晤袁世凯，袁谓一时尚难南下（旋晤赵秉钧）。

（３）袁世凯与四国银行团成立垫款二百万两，拨交南京政府。

（４）南京临时政府禁华人往荷兰属地。

２﹐２９（一，一二）

（１）袁世凯茶会招待蔡元培等，蔡致词谓袁必须南行，以联络南北感情，至奠都事俟后再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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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隆裕太后派世续访袁世凯，劝勿南下。

（３）晚七时半，北京东城第三镇曹锟部哗变，扰及蔡元培等寓所（蔡等避入东交民巷六国

饭店）。

（４）美国众议院议决祝贺中国人民建立共和政府及权利、自由、幸福之获得与国家进步之

确立。

（５）美国赞成２﹐２１日本建议。

３﹐１（一，一三）

（１）北伐滇军司令唐继尧入贵阳（黔人戴戡、任可澄籍隶宪政预备会，引滇军以排自治学

社－－即同盟会）。

（２）袁世凯派陆建章、曹锟、姜桂题开导墀压北京驻军。

（３）袁世凯为兵变事向外交团道歉。

（４）晚七时，北京西城及丰台兵变。

（５）孙总统祭革命死义烈士。

３﹐２（一，一四）

（１）蔡元培等电南京，主速建统一政府，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２）唐绍仪函外交团领袖公使朱尔典，谓情势危险，请设法保护北京（时唐避使馆区），

英、法、日、美、德决自天津调兵前来，但暂不采取其它积极行动。翌日，英军一千，美、

法、德、日军各二百到北京。

（３）外交团抗议北京兵变。

（４）袁世凯加发禁卫军及毅军饷银。

（５）保定淮军及第二镇兵变。

（６）天津督署卫队及张怀芝防营兵变。

（７）孙中山令内务、司法两部不准刑讯。

（８）孙总统令禁绝鸦片。

（９）湖北军务部长孙武以受人攻击去职。

３﹐３（一，一五）

（１）同盟会在南京开组织大会，通过总章，制定政纲。

（２）黎元洪通电请早定国都，组织政府，以杜外人干涉，并论舍北而南之不可（即所谓兵

亡、民亡、国亡、种亡四亡电）。

（３）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通电，主政府设北京，总统不能离京受任。

（４）美军五百到北京，日军一队续到天津。

３﹐４（一，一六）

（１）北京外兵进行示威。

（２）天津官绅请领事团派兵协助维持治安。

（３）蔡元培等电孙总统，主临时政府设于北京，袁世凯即在北京就职。

（４）同盟会大会通过政纲：一、完成行政统一；二、促进地方自治；三、实行种族同化；

四、采取国家社会政策；五、普及义务教育；六、主张男女平权；七、厉行征兵制度；八、

整理财政，厘定税制；九、力谋国际平等；十、注重移民垦殖事业。

（５）同盟会大会，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汪兆铭、胡汉民、宋教仁、刘

揆一、张继、平刚、田桐、居正、马和（

君武）、李肇甫为干事，汪兼总务部主任，宋兼政事部主任。

（６）日本外相内田康哉电命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与俄国磋商，如列强承认日俄在满蒙之特殊

权利，即共同参加对华借款。

３﹐５（一，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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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王宠惠电北京各国公使，对兵变表示遗憾，民国政府愿负责任，即派兵北上，助袁世

凯恢复秩序。

（２）日俄兵各千人，德兵百人，分自旅顺、哈尔滨、青岛开往天津。

（３）天津各国驻军司令会议，决定不准华军进入天津附近二十里内（中国拟调第二十镇两

团来天津）

。

（４）日本照会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共同加入四国银行团。

（５）孙总统通令剪辫。

３﹐６（一，一八）

（１）参议院准袁世凯在北京受职，即电参议院宣誓，并提出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人选，经同

意任定后，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事宜。

（２）袁世凯电孙总统，请黎元洪代赴南京受职。

（３）袁世凯发告军人书。

（４）外交团要求袁世凯停止增兵天津（袁允之）。

（５）袁克定、梁士诒、吴廷燮等之汉蒙联合会在北京成立。

３﹐７（一，一九）

（１）孙总统电袁世凯准在北京就职，誓词由专使等接受，请即提阁员名单。

（２）德、美、法等国续向北京增兵。

（３）袁世凯免理藩部正首领达寿职。

（４）孙总统电黎元洪，请保全孙武。

（５）陕西民军与甘军停战。

３﹐８（一，二０）

（１）参议院通过民国临时约法。

（２）袁世凯电参议院宣誓，并提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３）北京外务部首领胡惟德函告各国公使，袁世凯定期就任临时总统职（昨日与朱尔典商

谈，朱劝勿正式邀请公使参加典礼）。

（４）俄驻美大使照会美国务卿，对于承认中国新政府事，赞同列强一致行动，以维护共同

利益，惟俄保留其于必要时为维护在满蒙新疆权益所采之措置（翌日又通知英国）。

３﹐９（一，二一）

（１）参议院接到袁世凯誓词。

（２）北京外交团会议，决定不参加袁世凯就职典礼。

（３）袁世凯令北方各省竭力保护教堂及外人。

（４）四国银行团垫付北京政府款一百一十万两（３﹐２袁世凯之要求）。袁世凯允将来借

款由银行团承担。

（５）广州兵变（因解散新募各军）。

３﹐１０（一，二二）

（１）袁世凯在北京就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代表孙总统致祝词。

（２）袁世凯下令大赦，又免除民国元年以前人民所欠地丁钱粮漕粮。

（３）袁世凯令暂用前清法律。

（４）禁卫军军统冯国璋命北京南城居民撤去国旗（免清太后等触目生感）。

（５）黄兴电袁世凯及南方各省，调兵北上，维持秩序（袁电阻）。

３﹐１１（一，二三）

（１）孙总统公布民国临时约法。

（２）参议院同意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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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外交部以统一政府成立，通告外交代表及万国保和会。

（４）袁世凯再向四国银行团要求垫借款五百万两（银行册准二百万，且附有条件）。

（５）四国银行团邀日俄参加对华借款。

（６）孙总统令劝禁女子缠足。

（７）孙总统禁止体罚。

（８）甘肃秦州新军起事，黄钺为都督。

（９）成都重庆两军政府合并为四川都督府，尹昌衡、张培爵分任正副都督，罗纶任参议院

长，夏之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

３﹐１２（一，二四）

（１）蔡元培等发告别京津同袍书。

（２）参议院制定中央政府各部暂行官制。

３﹐１３（一，二五）

（１）袁世凯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２）蔡元培、汪兆铭等离北京赴汉口晤黎元洪（３﹐１５离汉口赴南京。宋教仁、钮永建

等已于３﹐４南返）。

（３）袁世凯令整肃官常。

（４）袁世凯派马龙标为第五镇总制官，并会办山东军务。

（５）孙总统电令广东都督陈炯明搜捕解散抗命扰民之惠军王和顺部。

３﹐１４（一，二六）唐绍仪向华比银行借款一百万镑，以京（

北京）张（张家口）铁路收入及财产担保。

３﹐１５（一，二七）

（１）袁世凯令改直隶、东三省、陕甘总督及河南、山东、吉林、黑龙江巡抚为都督（以上

各省均未独立者）。

（２）袁世凯派张锡銮署直隶都督，赵惟熙署甘肃都督，阎锡山为山西都督，李盛铎为山西

民政长（３﹐２４以周渤代李）。

（３）袁世凯向参议院提出十二部国务员，请求同意，该院以与十部不符，电请改正。

（４）蓝天蔚自奉天燕台电请取消其关外都督。

（５）升允、马安良与陕西都督张凤翙停战。

（６）张勋部在天津为英德兵所阻，退回德州。

３﹐１６（一，二八）

（１）俄国赞同３﹐５日本建议。

（２）孙总统面告日本三井物产会社职员森恪，不承认１﹐２９盛宣怀与日方私订之汉冶萍

公司借款临时合同。

３﹐１７（一，二九）

（１）孙总统通令停止各省所发债票，由财政部统筹办理。

（２）孙总统令所有蛋户、惰民、丐户一体享有公权私权，以重人权，又令统一财政。

（３）孙中山总统将设立国史院案提交参议院（胡汉民、黄兴、王宠惠、宋教仁、于右任等

呈请）。

３﹐１８（一，三０）

（１）日本向英、美、法、德申明愿加入四国银行团，惟须以保留日本在南满权利为条件。

（２）袁世凯公布省议会选举办法。

（３）黄兴等拓殖会成立于南京（后改名垦殖会，另设拓殖学校）。

（４）唐继尧通电驱逐代理贵州都督赵德全。

３﹐１９（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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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参议院通电反对召集临时国会（３﹐２２袁世凯接纳）。

（２）女子向参议院要求参政权。

（３）孙总统令外交部禁绝贩卖猪仔，保护华侨。

（４）袁世凯令各省维持现状，勿再各自为政，另举都督。

（５）山东都督胡瑛以张广建之压迫，通电辞职。

（６）萧县推赵惟熙为都督。

（７）李烈钧接任江西都督，马毓宝去职。

（８）黎元洪电袁世凯请任前湖北军务司长张振武为东三省边防使，率鄂军一镇前往。

３﹐２０（二，二）

（１）直隶咨议局举驻南京之第三军长王芝祥为都督，本日孙总统据以电告袁世凯。

（２）黎元洪通电调停山东都督张广建、胡瑛之争，请准胡去职，调张离任（一作３﹐２７）。

（３）日本向四国银行团要求不以满洲利益作为对华借款之担保。

（４）汉冶萍煤铁公司股东大会（在上海举行）

反对１﹐２９该公司督办盛宣怀与日本财团（小田切）

所订之中日合办草约（草约规定资金三千万元，中日各半，期限三十年，各省及临时参议院

均反对）。

３﹐２１（二，三）开平滦州两煤矿合办。

３﹐２２（二，四）

（１）黎元洪通电论外交、军政、财政、民政、教育之敝（所谓五可痛哭电）。

（２）袁世凯委朱启钤督办津浦铁路事宜。

（３）夏之时就任重庆镇抚府总长，任命熊克武为镇抚府师长。

（４）黄兴遇刺未中。

３﹐２３（二，五）

（１）日本外务省训令驻外使节，以承认中国新政府之详细条件就商于各国。

（２）袁世凯通知各国公使，民间借债，须以总统签字盖印为凭。

（３）袁世凯任张镇芳署河南都督（代齐耀琳，一作３﹐２７）。

（４）孙总统咨请参议院追认３﹐１０袁世凯之大赦令（３﹐２３追认）。

（５）孙总统咨请参议院设立稽勋局。

（６）孙总统令各省办赈。

（７）甘肃新疆服从民国政府。

３﹐２４（二，六）

（１）孙总统令各部局整饬官方，慎重铨选。

（２）袁世凯派在京蒙古王公，劝令库伦取消独立。

３﹐２５（二，七）

（１）唐绍仪自上海到南京，商组阁事（３﹐２２自北京到上海）。

（２）袁世凯劝慰蒙藏。

（３）英美法德四使抗议３﹐１４之华比借款（一作３﹐２７）。

３﹐２６（二，八）湖南都督谭延闿通电，用人行政，不可以统一而行专制。

３﹐２７（二，九）

（１）孙总统电袁世凯，请起用岑春烜（黎元洪亦有电请）。

（２）参议院通过参议院组织法。

（３）苏州兵变。

３﹐２８（二，一０）

（１）袁世凯以周自齐代张广建为山东都督（４﹐３张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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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隆裕太后传谕解散宗社党（一作３﹐４）

。

（３）西藏番兵围拉萨。

（４）孙总统令严禁官吏违法。

３﹐２９（二，一一）唐绍仪在参议院发表政见，参议院通过内阁国务员：外交总长陆征祥

（由胡惟德署），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翌日正式任命，原

提交通总长梁如浩，未获同意，由唐暂兼代）。

３﹐３０（二，一二）

（１）袁世凯任黄兴为参谋总长，并统辖两江一带军队。

（２）陆军部派柏文蔚（镇军）、徐宝山（扬军）、王芝祥（桂军）、姚雨平（粤军）、朱瑞（浙

军）

为第一、二、三、四、五军军长。

３﹐３１（二，一三）

（１）袁世凯颁布训勉军人令。

（２）四川都督尹昌衡、张培爵电袁世凯、孙中山，护送赞成共和之前清官吏出川，请枓途

保护。

４﹐１（二，一四）

（１）孙总统公布参议院法。

（２）孙总统解任。

（３）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各，仍统辖南方各军，又任命徐绍桢为参谋总长（江南将领顾忠琛

等反对，北方军界亦不谓然，绍桢辞）。

（４）唐绍仪离南京。

（５）孙中山对同盟会会员讲演【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

４﹐２（二，一五）

（１）参议员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２）南京浙粤军冲突。

４﹐３（二，一六）孙中山自南京到上海，汪兆铭、胡汉民随行。

４﹐４（二，一七）

（１）袁世凯派胡惟德办理借款案。

（２）改任徐绍桢为仓场总督（未就）。

（３）任命蒋作宾为陆军次长，徐谦为司法次长。

（４）山西都督阎锡山，自包头回太原。

（５）孙中山答上海文汇报记者，今后当尽力社会革命。

（６）上海浚浦局临时管理协议成立。

４﹐５（二，一八）

（１）参议院议决自４﹐８休会，４﹐２１在北京集会。

（２）四川都督尹昌衡电陈筹办藏务情形，请拨驻藏陆军饷粮，委锺颖为西藏行政使（四川

设有筹边处并派吴嘉谟为炉边宣慰使）。

４﹐６（二，一九）

（１）黎元洪通告解除大元帅职务，改归袁世凯兼任。

（２）黄兴就任南京留各，委李书城为总参谋长，耿觐文、张孝准、何成浚为参谋、军务、

总务处处长。

（３）任命汤芗铭为海军次长，黄锺英为海军总司令，蓝建枢、吴应科为左右司令。



- 20 -

（４）任命姜桂题为热河都统（由昆源署），马金叙为直隶提督，马安良为甘肃提督。

（５）占据安徽大通之黎宗岳因柏文蔚（自南京来）、胡万泰（

自安庆来）两军之压迫，出走。

４﹐７（二，二０）

（１）袁世凯召开整顿军务会议。

（２）任命曹锐为直隶布政使。

４﹐８（二，二一）任命施肇基为交通总长，范源廉为教育次长。

４﹐９（二，二二）

（１）各国公使会商要求中国政府赔偿革命期间外人损失问题。

（２）万章炳麟、伍廷芳为总统府顾问。

（３）孙中山自上海到武昌，胡汉民、汪兆铭、景耀月、廖仲恺、章士钊、黄大伟、孙科、

宋子文、宋蔼龄等同行。

４﹐１０（二，二三）

（１）黎元洪通电，痛陈时政，请将军务、民政划分二途（即所谓十害电）。

（２）任命王人文为川滇宣慰使（时滇军留川不去，两省互有违言）。

（３）任命张元奇、荣勋为内务次长（内务次长设二人，一专管蒙回藏事宜）。

（４）黄兴自南京到上海，晤唐绍仪（４﹐１２回南京）。

（５）孙中山在武昌讲演【社会革命之正道】。

４﹐１１（二，二四）

（１）南京赣、湘、浙军哗变。

（２）滦州淮军哗变。

（３）蔡锷电覆黎元洪，滇军已分道自川还滇。

（４）广东省议会电劾都督陈炯明违法，擅杀记者陈听香。

４﹐１２（二，二五）

（１）湖南省特别议会被群众强迫解散。

（２）孙中山告西报记者，此后中国将采社会主义，以建筑铁路为先。

４﹐１３（二，二六）

（１）任命黎元洪兼领参谋总长职。

（２）任命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原任庄蕴宽辞）

。

（３）发劝谕汉满蒙回藏联婚令。

（４）安徽拿获宗社党孙达，即予枪毙。

（５）江西都督李烈钧枪毙洪江会首彭志仁（木香）。

（６）汤化龙、林长民等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

４﹐１４（二，二七）

（１）袁世凯电令陆征祥向俄国声明，外蒙之事非经中国承认者，一概无效。

（２）黄兴电请取消南京留各府，由江苏都督程德全移驻南京。

（３）黄兴查禁军人组织之大公党。

（４）黄兴将南京赣军变兵二百余名正法。

４﹐１５（二，二八）

（１）袁世凯覆３﹐２５四国公使抗议，俟唐绍仪、熊希龄到京，当予满意措置。

（２）任命王正廷为工商次长。

（３）命河南都督张镇芳剿办鲁山土匪（白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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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前陕甘总督升允电袁世凯，清帝退位非太后本意，非奉太后懿旨，断不承认共和。

（５）孙中山自武昌抵上海，即为唐绍仪等饯行。

（６）唐绍仪、蔡元培、宋教仁自上海赴天津（唐在沪商军政人事及借款）。

（７）统一党代表孟森、黄云鹏，民社代表孙发绪、胡钧、项骧，国民公会代表陈敬第、黄

群，国民协进会代表周大烈、籍忠寅，国民党代表沈彭年、张毓英，共和建设讨论会代表孙

洪伊、汤化龙、林长民在上海会商合并问题。

４﹐１６（二，二九）

（１）任命陈宧为参谋次长（实际主持部务）。

（２）任命陈贻范为驻沪通商交涉使。

（３）任命张勋为厢红旗都统（张驻兖州约三四千人，自称署理两江总督）。

（４）通令劝农保商。

（５）比国借款一百万两在俄京交付。

４﹐１７（三，一）

（１）袁世凯电谢美国参议院通过承认中华民国案。

（２）新任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基抵北京。

（３）任命冯元鼎为交通次长。

（４）孙中山在上海讲演，勉实业界研究社会主义（又曾对同盟会讲民生主义狭义）。

（５）南京赣军撤回江西。

４﹐１８（三，二）

（１）英、美、法、德公使向外部抗议中比借款。

（２）荷属泗水惨杀华侨案解决。

４﹐１９（三，三）

（１）俄国向四国银行团要求对华借款须除去满蒙及新疆之特别利权。

（２）准扬州司令徐宝山取消军政分府。

（３）任命樊增祥为湖北民政长（未就）。

４﹐２０（三，四）

（１）唐绍仪自上海抵北京（唐此次南下，据云用款二十五万二千元）。

（２）孙中山自上海抵福州（翌日讲演【兴船政以扩充海军】）。

（３）天津铁血监督团曾广为被捕。

４﹐２１（三，五）

（１）国务院成立。

（２）蔡元培、宋教仁晤袁世凯。

（３）工商次长王正廷自上海北上。

（４）命蒙藏回疆归内务部管理。

４﹐２２（三，六）

（１）黄兴通电裁兵（第二师朱光志，第五师刘毅部已裁撤，本日第二十六师杜淮川，第十

旅袁华选部亦裁）。

（２）熊希龄自上海到南京，与黄兴商遣散军队军饷事（一作４﹐２６）。

（３）总统府秘书处及军事处成立（梁士诒任秘书长）。

４﹐２３（三，七）

（１）通令各省不得自为风气，各顾其私，阻挠侵越，致妨大局。

（２）直隶咨议局议长阎凤阁，参议员谷锺秀等谒袁世凯，请以王芝祥为直隶都督。

（３）前民政部职员全体辞职（新任内务总长赵秉钧与唐绍仪不和）。

（４）唐绍仪与英法美德四公使商借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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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三，八）

（１）统一党、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国民党决定合组为共和党。

（２）任命颜惠庆为外交次长。

４﹐２５（三，九）

（１）国务院通电取缔各省购运军械。

（２）任命喀什噶尔道袁鸿佑为新疆都督，镇迪道杨增新为布政使（原任都督袁大化，与伊

犁相持，复受迪化杨增新胁制，请辞）。

（３）任命章宗祥为法制局局长。

（４）孙中山自福州抵广州，胡汉民、廖仲恺同行。

（５）广东都督陈炯明辞职赴香港。

４﹐２６（三，一０）

（１）任命唐继尧代贵州都督。

（２）任命施肇基暂代财政总长（熊希龄尚未到任）。

（３）任命徐树铮为陆军部秘书长。

（４）任命赵倜为河北镇各使。

（５）黎元洪电请以袁克定为河南都督（时河南已推克定为都督）。

（６）黑龙江库马尔口兵变。

（７）俄外相萨桑诺夫在国会宣布俄愿调停中蒙问题，但中国须不在蒙古殖民、驻兵、派官。

４﹐２７（三，一一）

（１）任命柏文蔚署安徽都督（代孙毓筠），张培爵为四川民政长，河南都督齐耀琳免职。

（２）广东省议会推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改任广东总绥靖处经略，龙济光副之）。

（３）新任司法总长王宠惠自上海北上。

（４）外交部复英法德美公使，允取消３﹐１４之中比借款。

（５）日本照会俄国要求划分内蒙古。

４﹐２８（三，一二）

（１）命贵州都督杨荩诚开缺来京（杨时驻军常德，拟率部回黔，逐唐继尧）。

（２）京畿军政执法处审讯【铁血团】监督曾广为（在天津被捕）。

（３）章炳麟到北京。

（４）日使伊集院回抵北京。

４﹐２９（三，一三）

（１）参议院行开院礼，议长林森主娓，袁世凯演说，强调财政纪纲问题（关于参议员资格

曾有争论）

。

（２）南京留各黄兴通电倡议劝募国民捐以减少外债。

（３）清华学堂成立。

４﹐３０（三，一四）唐绍仪与四国银行团续议借款，要求八千五百万两，先行垫付三千五

百万两。

５﹐１（三，一五）

（１）参议院改选吴景濂（统一共和党）为正议长，汤化龙（共和讨论会）为副议长。

（２）裁并江北军政府，召江北都督蒋雁行来京，以刘之洁为江北护军使。

（３）藏兵占江孜、亚东。

５﹐２（三，一六）

（１）唐绍仪再与四国银行团议借款，未成（银行团要求稽核用途，解散军队须由各国武官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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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唐绍仪及各部总长在参议院报告政见。

（３）北京全国军界统一会解散。

５﹐３（三，一七）

（１）命四川都督尹昌衡速派兵赴西藏。

（２）直隶士绅再请以王芝祥为都督（京津军界反对）。

（３）安徽都督柏文蔚就职（陈独秀任秘书长）

。

（４）山东都督周自齐就职。

（５）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校长。

（６）禁以武力胁迫议会。

５﹐４（三，一八）

（１）黎元洪请速颁各省官制。

（２）孙中山在广州演讲平均地权。

（３）江西玉山兵变。

５﹐５（三，一九）

（１）统一党（张謇、程德全、章炳麟、熊希龄等）、民社（孙武、张振武、刘成禺、张伯

烈、孙发绪等）、国民协进会（籍忠寅、周大烈等）、国民公会（张国维、黄群等）、国民党

（潘鸿鼎、沈彭年等）举行会议，决合组为共和党。

（２）黎元洪电请速与外人磋商改约问题，立即禁止鸦片进口。

５﹐６（三，二０）甘肃提督马安良与陕西都督张凤翙、毅军统领赵倜议和，退出陕西干州、

醴柿；围攻凤翔之甘军张行志、崔正平亦撤退。

５﹐７（三，二一）

（１）参议院议决国会采两院制。

（２）财政总长熊希龄要求四国银行团议垫款六百万两。

（３）美使请美政府从速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４）新任新疆都督袁鸿佑行抵阿克苏，为总兵查春华所戕，喀什噶尔县长张秉铎等亦为哥

老会所杀。

５﹐８（三，二二）任命魏宸组为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为铨叙局长，冯自由为临时稽勋局

长。

５﹐９（三，二三）

（１）共和党成立，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那彦图、程德全、伍廷芳等为理事，

汤化龙、林长民、王揖唐、刘成禺、王家襄、范源廉等为干事。

（２）任命王正廷署工商总长（陈其美在沪，未到任）。

（３）令保护人民财产，禁止逞私谋夺。

５﹐１０（三，二四）

（１）任命锺颖为西藏办事长官。

（２）改任陕西经略使胡瑛为新疆青海屯垦使（一作５﹐１３）。

５﹐１１（三，二五）劝告国民屏奢华，务勤俭。

５﹐１２（三，二六）

（１）禁止私立团体干涉行政。

（２）南京军界同袍社成立，黄兴为社长。

（３）开去内务次长张元奇缺（内务部仍设一次长）。

５﹐１３（三，二七）

（１）黄兴电告遣散军队情形，并请撤消南京留各，免破国家统一之制（第一军柏文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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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徐宝山归陆军部管辖，第三军王芝祥部桂军全数遣散，第四军姚雨平部粤军遣散三千人，

余回粤，第五军朱瑞部回浙）。

（２）任命伊犁都督广福为伊犁镇各使，杨缵绪为伊犁镇总兵。

（３）唐绍仪及各总长在参议院宣布政见（内务总长赵秉钧未出娓）。

（４）孙中山在广州发表【续论平均地权】（６﹐９又讲【地权不均则不能达多数幸福之目

的】）。

５﹐１４（三，二八）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左上角加十九星为陆军旗，加青天白日

为海军旗）

。

５﹐１５（三，二九）

（１）英法德美俄日六国银行团在伦敦会商对华借款，不协。

（２）任命毕桂芳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帕勒塔为阿尔泰办事长官。

（３）孙中山祭黄花岗烈士。

５﹐１６（三，三０）

（１）日本对美表示保留其在东部内蒙古权益。

（２）任命陈振先为农林次长。

（３）南京各界组织国民捐总会，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

５﹐１７（四，一）财政总长熊希龄与四国银行团成立三百万两垫款合同（共七千六百万两）。

５﹐１８（四，二）

（１）英使朱尔典谒袁世凯，说明：一、英军入藏，二、各国借款，三、承认民国政府事。

（２）共和党参议员讨论会成立，汤化龙为会长。

５﹐１９（四，三）

（１）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

（２）改大理院正卿为大理院长（５﹐２１以许世英为院长）。

（３）西藏兵陷江孜、亚东。

５﹐２０（四，四）

（１）唐绍仪、熊希龄以参议院有不信任之意，请辞（共和党议员有墀劾唐说，同盟会议员

有墀劾熊说）。

（２）派前新疆都督袁大化督办南疆剿抚事宜（未就，即东归，时阿克苏、焉耆、库车、轮

台、喀什等地哥老会党为乱，戕官据城）。

５﹐２２（四，六）

（１）云南都督蔡锷电告英军再占云南片马。

（２）派袁克定为开滦矿务督办。

（３）禁止排满及诋毁前清各项书籍（应融洽满汉禁书会陈其美、王人文等之请）。

（４）上海民权报主笔戴传贤（天仇）以抨诋袁世凯、唐绍仪、熊希龄、章炳麟，为租界巡

捕房所拘（越日获释）。

５﹐２３（四，七）

（１）任命溥 为乌里雅苏台将军，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

（２）告诫军人服从命令，保国卫民。

（３）陆军部次长蒋作宾奉袁世凯命到南京晤黄兴。

（４）章炳麟退出共和党（不满于理事选举）。

５﹐２４（四，八）黄兴条陈国民捐办法，并劝办国民银行，反对银行团借款。

５﹐２６（四，一０）

（１）袁世凯慰留唐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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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王芝祥到北京谒袁世凯（直隶军界仍反对其督直）。

（３）俄人驱逐哈尔滨北境之中国军警。

５﹐２７（四，一一）

（１）黄兴通电反对四国银行借款条件（监督用途）。

（２）新任外长陆征祥回国，抵天津（即入京）

。

（３）任命吴鼎昌为中国银行监督。

（４）孙中山抵香山（５﹐３０复返至广州）。

５﹐２８（四，一二）

（１）财政总长熊希龄请辞。

（２）唐绍仪电黄兴说明借款事。

５﹐２９（四，一三）

（１）江西都督李烈钧通电反对借款。

（２）共和党本部成立于北京。

５﹐３０（四，一四）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访参议院议长，商唐绍仪、熊希龄辞职事。

５﹐３１（四，一五）

（１）准撤消南京留各，任柏文蔚为江宁第一军军长，徐宝山为第二军军长。

（２）苏州先锋营谋变未成（反对袁世凯，谋二次革命）。

６﹐１（四，一六）

（１）俄兵侵入伊犁。

（２）开平矿务公司与滦州矿业有限公司合并为开滦矿务总局。

（３）孙中山允任国民捐总会总理。

６﹐２（四，一七）北京中央新闻社经理主笔等十二人被内务部探访队及步兵统领衙门缉报

队拘捕（据云系因攻击禁卫军）。

６﹐３（四，一八）

（１）北京报界联合会质问袁世凯逮捕中央新闻社职员（６﹐５释放）。

（２）广东临时省议会电北京政府，斥责都督胡汉民蹂躏立法权。

６﹐４（四，一九）准南京留各黄兴销职，所有军队分别归陆军部江苏都督接管。

６﹐５（四，二０）

（１）黄兴为银行借款事电责财政总长熊希龄（此为第二电）。

（２）黎元洪转程德全、蔡锷电，请袁世凯召梁启超回国，破格录用。

６﹐７（四，二二）

（１）英美法德日俄银行团在巴黎会议，日俄要求对华借款，须不妨害其满蒙利益。

（２）甘肃都督黄钺宣布取销秦州军政府，甘肃统一。

（３）唐绍仪、熊希龄再度请辞。

６﹐８（四，二三）

（１）公布国旗、商旗及海陆军旗式（五色旗为国旗，商旗适用国旗，十九星旗为陆军旗，

青天白日为海军旗）。

（２）派驻荷代表刘镜人出娓海牙万国汇票划一章程会。

（３）日本陆军上尉松井清助等之【蒙古勤王军】为郑家屯之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击败。

６﹐１０（四，二五）

（１）财政总长熊希龄电黄兴，对借款事有所辩白（南京留各总参谋李书城复电驳斥）。

（２）外交总长陆征祥到任。

（３）重庆镇抚府取消，以第五师长熊克武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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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四，二六）申禁私种鸦片。

６﹐１３（四，二八）

（１）济南驻军闹饷哗变。

（２）任命应德闳为财政次长（由章宗元署理）

。

６﹐１４（四，二九）

（１）南京留各黄兴解职。

（２）财政部要求四国银行团于本月内垫借一千九百万两，否则将向他方洽商。

６﹐１５（五，一）

（１）袁世凯委王芝祥赴南京遣散军队，总理唐绍仪拒不副署，辞职赴天津。

（２）藏兵千人侵占里塘。

（３）日本贵族旅行考察团到北京。

（４）孙中山自广州抵香港。

６﹐１６（五，二）四川西征军自成都出动，英使向外交部质问。

６﹐１７（五，三）

（１）命陆征祥暂代国务总理，唐绍仪给假五日。

（２）柏文蔚任安徽都督（陈独秀任秘书长）。

６﹐１８（五，四）

（１）英美法德俄日六国银行团代表签订合同契约，英美法德允对华借款不侵犯日俄在满蒙

之特殊权利。

（２）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垫借款三百万两。

６﹐１９（五，五）奉天省城兵变。

６﹐２０（五，六）

（１）六国银行团成立。

（２）共和党通电，谓唐绍仪蔑视职各，应由大总统遴选无党派者任为超然总理，阁员不妨

各党协商（６﹐２９河南都督张镇芳、浙江都督蒋尊簋应之）。

６﹐２１（五，七）

（１）六国银行团与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熊希龄开议大借款条件。

（２）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举行联合会，商内阁问题。

６﹐２２（五，八）

（１）孙中山自广州抵上海（袁世凯派子克定来迎，促北上）。

（２）同盟会阁员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等请辞。

（３）外交部向英使说明出兵西藏理由。

６﹐２３（五，九）共和党在北京开本部第一次大会，到会员千余人，孙武代理主娓。

６﹐２４（五，一０）

（１）六国银行以监视及管理中国借款用途计划通知财政总长熊希龄（总额为六万万两，约

七千四百万镑）。

（２）黎元洪电袁世凯请从速磋商借款，又电请正式发表陆征祥为国务总理。

（３）达赖喇嘛自印度返拉萨。

（４）任命徐正鹏为海军右司令（吴应科辞）。

６﹐２５（五，一一）

（１）袁世凯电各省都督辟谣，重申不使君主政体重见于中国之宣言（传袁将帝制）。

（２）共和党再电主超然总理，混合内阁，斥坚持政党内阁者为扶植党利之私，决不承认。

（３）统一党电斥唐绍仪内阁监各自盗，结党把持，意图构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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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都督胡汉民曾电袁世凯质询，请彻查惩治）。

（４）黎元洪电请袁世凯以陆征祥组织内阁。

（５）孙中山在上海对记者谈铁路计划。

６﹐２６（五，一二）公布国务院官制。

６﹐２７（五，一三）

（１）准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

（２）准交通总长施肇基辞职，任命海军总长刘冠雄代理。

６﹐２８（五，一四）

（１）同盟会干部会议，商内阁问题。

（２）驻湖北襄阳之第十二协统张国荃独立（旋失败）。

６﹐２９（五，一五）

（１）特任陆征祥为国务总理（本日参议院通过同意案）。

（２）孙中山以谣传其私受比款百万，电请袁世凯宣布该款用途。

６﹐３０（五，一六）

（１）禁止派勒国民捐。

（２）任命那彦图署理乌里雅苏台将军。

（３）陆征祥商请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承认民国政府。

（４）全国铁路协会在北京成立。

７﹐１（五，一七）

（１）陆征祥、熊希龄拒绝六国银行团借款条件，另建议减少款额，放宽条件。

（２）江西景德镇兵变。

（３）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大水。

７﹐３（五，一九）

（１）芜湖兵变。

（２）汉口德人枪杀华人。

（３）陆军部改长江水师为水警，以原任总司令李燮和为总稽察（８﹐１５李辞）。

７﹐４（五，二０）新任香港总督亨利梅遇刺未中。

７﹐５（五，二一）

（１）中日南浔铁路与日本东亚兴业银行订立借款（日金五百万元）（一作７﹐８）。

（２）四川边军击退藏兵，克里塘。

７﹐６（五，二二）北京国光新闻总理田桐（同盟会）纠众殴打国民公报社总理徐佛苏、主

笔蓝公武（共和党）。

７﹐７（五，二三）陆征祥商请美国承认民国政府。

７﹐８（五，二四）

（１）日俄订立第三次密约，划分内蒙古为势力范围（７﹐２９中国驻日公使得知，电告北

京）。

（２）洛阳第六镇兵变。

７﹐９（五，二五）

（１）英法德美俄日六公使与陆征祥、熊希龄议大借款，不允放宽条件（交涉停顿）。

（２）令各政党互相提携，同扶大局。

（３）北京军界以国风日报诋袁世凯，要求更正，否则武力对待（该报即更正）。

７﹐１０（五，二六）

（１）四川都督西征总司令官尹昌衡率师出征西藏，都督交胡景伊护理（约二千五百人，连

前自成都出发者共五千人，尹在成都不理于众口，复受重庆方面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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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教育部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正议长王劭濂，副议长张寿春即张伯苓，８﹐１０闭

会）。

７﹐１１（五，二七）交通部与德华银行订立津浦铁路临时垫款合同，总额九十万零四百镑。

７﹐１２（五，二八）

（１）正式任命黎元洪领湖北都督，谭延闿为湖南都督，孙道仁为福建都督，蒋尊簋为浙江

都督，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尹昌衡为四川都督（以胡景伊护理），张凤翙为陕西都督，胡汉

民为广东都督，陆荣廷为广西都督，蔡锷为云南都督，张培爵为四川民政长。

（２）令各省行政长官及省议会勿胶成见，勿挟私图，开诚布公。

（３）令各省都督，地方长官，讲信修睦，继续遵各从前条约。

（４）申诫全国，崇尚信义质直，勿蹈诡谲诈伪。

７﹐１４（六，一）

（１）同盟会不准党员孙毓筠、胡瑛、沈秉 入阁。

（２）命西宁镇各使马福祥兼署青海办事长官。

７﹐１５（六，二）

（１）准财政总长熊希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署工商总

长兼次长王正廷辞职，任命内务总长赵秉钧兼代财政总长，张新吾代理工商次长（余由各次

长代理）。

（２）任命江朝宗署步兵统领。

（３）列宁发表【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

，批评孙中山之革命主张（是年４﹐１及４﹐１０孙中山曾讲演社会革命）。

７﹐１６（六，三）

（１）同盟会在北京举行全体职员大会，商改定名称，组织完全政党问题（统一共和党以变

更同盟会名称为两党合并条件之一）。

（２）公布法典编纂会官制。

７﹐１７（六，四）

（１）改东三省都督为奉天都督，不兼辖吉林、黑龙江。

（２）湖北军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图谋革命，被捕处死。

（３）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举孙中山为会长，黄兴为副会长。

（４）准司法次长徐谦辞职，以王式通代理。

（５）命靳云鹏为第五镇统制，并会办山东军务。

７﹐１８（六，五）

（１）袁世凯向参议院提出，陆征祥为国务总理兼代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章宗

祥，教育孙毓筠，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 ，交通胡惟德同意案。

（２）陆征祥在参议院演说，以言词猥琐引起不满。

（３）公布各部官制通则。

７﹐１９（六，六）

（１）参议院否决陆征祥内阁之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孙毓筠，农林

总长王人文，交通总长胡惟德，工商总长沈秉 （共和党议员同意，同盟会、统一共和党议

员反对）。

（２）共和党通电，支持陆征祥总理。

７﹐２０（六，七）

（１）美国以承认民国政府问题征询英法德俄日义奥各国意见（

８﹐１４日覆称为时尚早）。

（２）安庆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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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六，八）

（１）袁世凯茶会招待参议院议员。

（２）北京军警为国务员否决案，召开特别会议，电诘参议院。

（３）黎元洪通电，请参议院即日表决国务员，政府早日稳固。

（４）同盟会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决定不改名称。

７﹐２２（六，九）

（１）江西都督李烈钧通电反对中央集权。

（２）任命朱瑞为浙江都督（蒋尊簋免）。

（３）孙中山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讲【筑路与借债】。

（４）美国询问日本对中华民国政府意见（８﹐１０日本主从缓）。

７﹐２３（六，一０）袁世凯再向参议员提出国务员周学熙等六人，征求参议院同意。

７﹐２４（六，一一）

（１）令各省都督各派代表三人入京以备咨询。

（２）河南都督张镇芳电，赞成７﹐１９共和党主张，其挟持私见者当为全国共弃。

（３）北京军警界散发传单，斥参议院议员挟持党见，破坏大局。

（４）章炳麟自北京到汉口晤黎元洪（章倡黎袁合作，以抗孙黄）。

７﹐２５（六，一二）

（１）北京军警会议公所特别会议，请总统劝告参议院勿持私见，否则解散参议院。

（２）总统府军事处函陆军部、内务部，重申禁军警干预政潮。

（３）公布司法部及蒙藏事务局官制。

（４）澳洲宣布新订华侨来澳章程。

７﹐２６（六，一三）参议院同意周学熙为财政总长，许世英为司法总长，范源廉为教育总

长，陈振先为农林总长，朱启钤为交通总长（７﹐２７正式任命，工商总长蒋作宾未获通过）。

７﹐２７（六，一四）

（１）参议院议员谷锺秀等墀劾陆征祥。

（２）北京军警各界公电，谓政府不定，将酿大乱。

（３）任命章宗祥为大理院长。

（４）开封暴徒闯入省议会，鎗伤议员多人。

７﹐２８（六，一五）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联合通电，反对军民分治（苏、浙、

湘、闽、桂、直、鲁、晋、奉、吉、黑各省继之）。

７﹐２９（六，一六）

（１）山西都督阎锡山电，盼各政党牺牲党见，维持国家信用。

（２）任命姚锡光署蒙藏事务局总裁，董鸿祎为教育次长，常连为宁夏将军，赵均腾为贵州

宣慰使。

（３）公布勋章令及勋章条例。

（４）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军抵打箭炉。

（５）蒙兵团攻科布多。

（６）法国表示须俟中国正式政府成立，并愿保障外人在华权利，始予承认。

７﹐３０（六，一七）

（１）任命施愚为法制局长。

（２）南通枭匪郑东荣等乱平。

（３）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卒，太子嘉仁即位，改元大正。

７﹐３１（六，一八）

（１）沪军都督取消（程德全到上海接收，陈其美交卸。昨日袁世凯派陈出国考察工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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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给旅费三万元）。

（２）烟台鲁军都督胡瑛电告实行取消。

（３）以詹天佑会办粤汉铁路事宜（督办为谭人凤）。

８﹐１（六，一九）

（１）内务总长赵秉钧与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订立合同，万为总统之文事（政治）顾问，

任期五年。

（２）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开幕。

（３）浦口及滁州兵变。

８﹐２（六，二０）

（１）任命刘揆一为工商总长（刘隶同盟会，该党不主其入阁）。

（２）公布教育部官制。

８﹐３（六，二一）俄国表示须待中国政府确实建立，趋于稳固，再予承认。

８﹐４（六，二二）

（１）中国邮政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梁士诒为会长。

（２）任向瑞琨为工商次长。

８﹐５（六，二三）

（１）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商谈合并后定名为国民党，并决定党纲及党章。

（２）国务院会议议决，都督与行政总监暂可兼任，俟大局定后，实行军民分治。

（３）任汪有龄为司法次长，徐鼐霖为黑龙江民政长。

（４）武昌第一镇第二协兵变。

８﹐７（六，二五）韩人八名在北京被捕（此系应天津日领事之请，谓其谋刺日前首相桂太

郎。８﹐８解交天津日领事）。

８﹐８（六，二六）

（１）任卢永祥为第二十镇统制，吕公望为浙江第六师师长。

（２）公布勋位令。

（３）公布内务、农林、工商部官制。

８﹐９（六，二七）

（１）黎元洪查封大江报，缉拿主笔何海鸣、凌大同。

（２）英国表示承认中国新政府时机未至。

８﹐１０（六，二八）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及筹备国会事务局官

制。

８﹐１１（六，二九）

（１）黎元洪电袁世凯谓前湖北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等蛊惑军士，破坏共和，倡谋不轨，请

立予正法（振武于８﹐８偕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到北京，时有武昌第三次革命，即全国二次

革命之酝酿）。

（２）同盟会（宋教仁）与统一共和党（谷锺秀）、国民共进会（徐谦）、国民公党（侯熙正）、

共和实进会（许廉）举行合并正式筹备会，宋教仁主娓。

８﹐１２（六，三０）蔡锷宣布脱离统一共和党，主解散政党。

８﹐１３（七，一）

（１）外交部电驻英日俄三国外交代表，声明中国在蒙古西藏之主权五事。

（２）黎元洪再电袁世凯，请将张振武、方维正法。

（３）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发表合并为国民党宣言

（以政纲中将提倡男女平权一项删除，同盟会女会员抗议，殴打宋教仁）。

（４）孙中山、黄兴电同盟会海外各支部，请同志改组为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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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４（七，二）孙中山致书宋教仁，决舍弃政治，十年之内筑铁路二十万里。

８﹐１５（七，三）

（１）袁世凯杀前湖北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是日振武宴同盟会共和

党要人，主调和党见）。

（２）安庆二次兵变。

（３）北方女子联合会要求女子参政权。

（４）日本表示中国临时政府尚未具有国际公法所需之承认条件。

８﹐１６（七，四）

（１）湖北议员孙武、杜潜、刘成禺、邓玉麟等向袁世凯面质枪杀张振武事。

（２）黎元洪宣布张振武罪状。

８﹐１７（七，五）

（１）英使朱尔典向外交部抗议川滇进兵西藏，及干涉西藏内政，并要求缔结中英藏新约，

否则英不承认民国政府，禁止华人取道印度入藏。

（２）公布礼制。

８﹐１８（七，六）

（１）黄兴为张振武案电袁世凯诘问。

（２）参议院讨论张振武、方维被杀案。

（３）藏兵陷巴塘。

（４）孙中山应袁世凯邀离上海赴北京（袁原亦邀黄兴北上，黄以张振武、方维案，暂止）。

８﹐１９（七，七）

（１）参议院议员刘成禺、张伯烈等二十人质问擅杀张振武、方维案。

（２）蒙兵侵入洮南。

（３）公布蒙古待遇条件例。

（４）公布陆军官制表，又公布交通部官制。

８﹐２０（七，八）

（１）国务总理陆征祥以张振武案遭议员攻击，提出辞职（翌日给假）。

（２）吴敬恒、蔡元培、王芝祥等发起【法律维持会】，为张振武呼冤，总统不可以紧急命

令杀人。

（３）蒙兵陷科布多。

８﹐２２（七，一０）

（１）孙中山自上海到天津。

（２）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在汉口被捕（寻释）。

８﹐２３（七，一一）

（１）陆军部宣布张振武、方维罪状。

（２）湖北军界为张振武方维案，电责该省参议员。

（３）英舰七艘到汉口（以湘鄂不安）。

８﹐２４（七，一二）

（１）孙中山自天津到北京。

（２）参议院质问８﹐７韩人被捕案。

（３）驻直隶通州之姜桂题部毅军哗变。

８﹐２５（七，一三）

（１）孙中山在同盟会欢迎会演说，辅翊政府，力避党争。

（２）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合并为国民党，以政治统

一、发展地方自治、种族同化、民生政策、国际和平为政策，选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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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吴景濂、张凤翙、贡桑纳尔布为理事（孙曾辞），胡汉民、柏文

蔚、李烈钧、阎锡山、谭延闿、赵炳麟、陈锦涛、张继、孙毓筠、尹昌衡、于右任、蒋翊武、

马君武、田桐等为参议（魏宸组、殷汝骊为总务部主任干事，谷锺秀、汤漪为政事部主任干

事，杨庶堪为文书部主任干事，李肇甫为交际部主任干事，张耀曾、刘彦为政事部研究委员

会主任干事）。

８﹐２６（七，一四）

（１）黎元洪通电，对张振武方维案自负责任。

（２）孙中山演说，盼袁世凯当选第一任总统，建设一巩固中央政府，振兴实业。

（３）滇军司令殷承谳克川边盐井县。

８﹐２７（七，一五）黄兴电请袁世凯彻底查办张振武案（时北方谣传黄与张案有关）。

８﹐２８（七，一六）

（１）孙中山在袁世凯欢宴会上演说，盼袁练兵，并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

（２）广西省会自桂林移设南宁。

（３）交通部与英法华中铁路公司订立津浦铁路临时垫款合同，总额三十万镑（７﹐１２已

于北京签订草约）。

８﹐２９（七，一七）

（１）袁世凯通电为黄兴辟谣。

（２）孙中山对北京记者谈筑路与练兵。

８﹐３０（七，一八）

（１）驻英代表刘玉麟向英国克利斯浦公司借款一千万镑，以盐款羡余为担保。

（２）参议院通过查办湖北军官干涉政治案。

（３）第二十三师长黄郛通电取消师司令部。

８﹐３１（七，一九）

（１）孙中山在参议院欢迎会演讲迁都之必要。

（２）任命廉兴为青海办事长官。

（３）公布陆军部、海军部官制。

（４）任命马骐为西宁镇总兵，章宗元为财政次长。

９﹐１（七，二０）

（１）驻藏办事长官锺颖电告达赖喇嘛派使议和，提出五项条件。

（２）川军克服里塘。

（３）海军总长刘冠雄、次长汤芗铭退出国民党。

９﹐２（七，二一）

（１）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实利教育及军国民教育。

（２）袁世凯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恪循礼法。

（３）孙中山对北京报界及铁路协会演讲铁路建设政策，主于十年内筑二十万里（９﹐１１

再对报界讲修筑全国铁路之重要）。

９﹐３（七，二二）

（１）国民党理事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请宋教仁代理）。

（２）公布学校系统表。

９﹐４（七，二三）

（１）公布省议员选举法。

（２）湖北沙市第七镇兵变。

（３）孙中山在北京共和党本部演讲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９﹐５（七，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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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奉黑两省军会攻内蒙科尔沁右翼前旗，败蒙兵。

（２）公布众议员选举日期（元年十二月十日初选，二年元月十日覆选）。

（３）孙中山在北京演讲，欢迎外资，开放门户。

（４）黄兴、陈其美自上海海道北上，李书城、张孝准、何成浚等同行。

９﹐６（七，二五）孙中山到张家口（９﹐８返北京）。

９﹐７（七，二六）

（１）授黎元洪、黄兴、段祺瑞为陆军上将，陈宧、蒋作宾为陆军中将。

（２）任命许崇智为第十四师师长，王廷桢为禁卫军统制。

（３）湖北沙市兵变。

９﹐８（七，二七）任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仍兼禁卫军军统。

９﹐９（七，二八）

（１）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

（２）任命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总裁。

（３）张謇到北京（１０﹐８离京取道湖北返南通）。

９﹐１１（八，一）

（１）黄兴、陈其美到北京。

（２）清贝子溥伦等奉隆裕太后之命欢宴孙中山、黄兴。

（３）任命张作霖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冯德麟为二十八师师长。

９﹐１４（八，四）孙中山邀北京报界茶会，谈铁路计划。

９﹐１５（八，五）

（１）国民党垦殖协会，欢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贡桑诺尔布。

（２）任命谷如墉为山西民政长。

９﹐１６（八，六）

（１）任命梁如浩为外交总长。

（２）任命刘镜人为驻俄公使。

（３）内务总长赵秉钧在参议院说明对西藏政策，声言不行新制，承认达赖，遵各对英条约。

（４）黄兴向袁世凯推荐赵秉钧为国务总理。

（５）宋教仁致书各报馆，否认国民党内讧及孙中山与黄兴冲突。

９﹐１７（八，七）

（１）袁世凯将与孙中山、黄兴协定之政纲电告黎元洪（９﹐１８黎电覆赞成）。

（２）财政总长周学熙赴参议院研商国务会议所拟之善后借款大纲。

（３）张绍曾函应夔丞，介绍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南下相晤。

９﹐１８（八，八）孙中山自北京到太原。

９﹐１９（八，九）

（１）授徐宝山、王芝祥等四人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黎天才、黄郛、刘存厚、熊克武、

王占元、孟恩远、曹锟、靳云鹏、张作霖等三十人为陆军中将。

（２）襄阳火药局失事，死伤二百余人。

９﹐２０（八，一０）

（１）追加效忠民国、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札萨克王公封爵。

（２）通令讲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德。

（３）美国决定俟中国正式政府成立再予承认。

９﹐２２（八，一二）

（１）准国务总理陆征祥辞职。

（２）孙中山自太原到天津（翌日赴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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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稽勋局派杨铨、任鸿隽、宋子文等二十五人出洋留学。

９﹐２３（八，一三）任命汪各珍为司法次长（汪有龄辞）。

９﹐２４（八，一四）

（１）武昌南湖马队举事未成。

（２）参议院同意赵秉钧为国务总理。

（３）周学熙与比国电车铁道合股公司订立陇秦豫海铁路借款合同总额一千万镑（一部分未

发行，１１﹐２５由施肇曾订修正合同专条）。

（４）授朱瑞、柏文蔚、徐绍桢、林述庆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９﹐２５（八，一五）

（１）宣布八大政纲：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狭正公道以正民俗。三、

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下

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

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托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

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２）特任赵秉钧为国务总理。

（３）任命陈锦涛为审计处总办。

（４）任命四川都督尹昌衡兼充川边镇抚使。

（５）公布各省省议员名额表（直隶１８０，奉天６４，吉林４０，黑龙江４０，江苏１６

０，安徽１０８，江西１４０，浙江１５２，福建９６，湖北１０４，湖南１０８，山东１

３２，河南１２８，山西１１２，陕西８４，甘肃５６，新疆４０，四川１４０，广东１２

０，广西７６，云南８８，贵州５２）。

９﹐２６（八，一六）孙中山自天津到济南。

９﹐２７（八，一七）湖北外交司抗议日本在汉口租界地外建筑兵营。

９﹐２８（八，一八）

（１）公布国庆节纪念日：十月十日，一月一日，二月十二日（

南北统一）。

（２）孙中山自济南抵青岛。

９﹐２９（八，一九）

（１）令各省严行查访、解散秘密会社，倘再组织，即逮捕惩办。

（２）国民党总务部干事于德坤自北京赴贵州筹组支部（到贵州后为贵州军务司长刘显世所

杀）。

１０﹐３（八，二三）

（１）公布外交部官制。

（２）参谋部欢宴黄兴、陈其美。

（３）孙中山自青岛抵上海。

１０﹐４（八，二四）黄兴宣称赵秉钧及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

１０﹐５（八，二五）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上演说，于袁世凯颇致推崇，国民党当以

全力赞助。

１０﹐６（八，二六）

（１）福建镇抚使岑春烜到福州，查办福建政务院院长总参议彭寿松（１０﹐９彭离福州）。

（２）任张国淦为国务院秘书长。

１０﹐７（八，二七）

（１）革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世爵（乌泰于八月宣称独立，为奉军所败）。

（２）黄兴自北京赴天津，取道津浦铁路南下（１０﹐１２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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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八，二八）

（１）梁启超自日本神户抵天津（今春以来，梁早有归国之意，立宪派即共和建设讨论会人

士亦多方为之策划运动，以不见谅于革命党人，且缺乏凭借，迟疑不决，及国民党成立，立

宪派亦组织民主党，梁与袁世凯已有谅解，遂成行）。

（２）命各省行政长官不得追论光复以前罪状。

１０﹐１０（九，一）

（１）举行第一届国庆典礼，追祭革命先烈。

（２）特授孙中山、黎元洪以大勋位，唐绍仪、伍廷芳、黄兴、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以

勋一位，孙武等以勋二位（孙、黄不受）。另授赵秉钧、周学熙等嘉禾章，各省都督加上将

衔。

（３）孙中山在上海英文大陆报发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

（４）外交部宣布澳洲待遇华侨新章。

１０﹐１１（九，二）张謇晤黎元洪于武昌（张自北京来）。

１０﹐１２（九，三）

（１）孙中山在上海报界公会演讲政见，主扫除悲观心理，建筑铁路，开放门户，吸收外资，

改良图法，厘定地价。

（２）任命张绍曾为绥远城将军。

（３）总统文事顾问莫理逊到北京。

１０﹐１４（九，五）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于上海，孙中山任总理。

１０﹐１５（九，六）

（１）财政总长周学熙以长芦盐税付克利斯浦借款利息。

（２）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讲演【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共讲三次，至１０﹐

１７毕）。

１０﹐１６（九，七）公布中央行政官官等、官俸法。

１０﹐１８（九，九）

（１）派吕海寰、沈敦和充中国红十字会正副会长。

（２）任命马良为北京大学校长。

（３）宋教仁离北京返湖南。

１０﹐１９（九，一０）加封内蒙章嘉，甘珠尔包尔呼图克图名号。

１０﹐２０（九，一一）梁启超抵北京，出娓共和党欢迎会（旋任共和党理事）。

１０﹐２１（九，一二）梁启超出娓北京报界欢迎会。

１０﹐２２（九，一三）

（１）国务会议讨论藏事，不准达赖以藏境矿山向外人抵押借款。

（２）改乌梁海七旗副都统总管等为世爵。

（３）梁启超出娓民主党欢迎会。

（４）孙中山在南京演讲【实现铁路政策须取开放门户主义】。

１０﹐２３（九，一四）

（１）阿尔泰帕勒塔军克复科布多，蒙兵退。

（２）英法德美俄日六公使抗议８﹐３０之克利斯浦借款，反对以盐余为担保。

１０﹐２５（九，一六）

（１）外交部复六国公使，愿取消８﹐３０借款合同，允与六国续议借款。

（２）孙中山抵南昌。

（３）岑春烜电请取消福建镇抚使名义。

１０﹐２６（九，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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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任命杨缵绪为克什噶尔提督。

（２）黄兴自上海到武昌（１０﹐２８返湖南）

。

１０﹐２７（九，一八）

（１）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合并为民主党，

推汤化龙为干事长。

（２）日本众议员及新闻记者视察团到北京。

１０﹐２８（九，一九）

（１）复封西藏达赖喇嘛名号。

（２）任命夏寿康为湖北民政长。

（３）吉林都督陈昭常、东三省宣抚使张锡銮与东蒙十旗会议于长春。

（４）公布国史院官制。

１０﹐２９（九，二０）

（１）从程德全请，取消应夔丞通缉，责成约束共进会并托予委任（此事系由国务院秘书洪

述祖托程转商黎元洪，获黎同意，以通缉应者为黎）。

（２）任命沈秉 督办浦口通商事宜（１１﹐３０沈病卒）。

（３）严禁种植贩卖吸食鸦片。

（４）任命姚锡光为口北宣抚使，荣勋为蒙藏事务局总裁，言敦源为内务次长。

（５）绥远将军张绍曾照会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派遣代表来绥远城会议。

（６）孙中山在安宁演讲办理建设事业，须采开放主义（昨日自南昌抵安庆，１１﹐３过芜

湖）。

（７）袁世凯宴梁启超。

１０﹐３０（九，二一）

（１）公布参谋本部官制。

（２）梁启超出娓国民党欢迎会（月初梁在天津时，国民党曾请其入党）。

１０﹐３１（九，二二）黄兴自上海到长沙。

１１﹐１（九，二三）

（１）举行参议员初选。

（２）工商部开临时工商会议（１２﹐５闭会）

。

（３）任命傅良佐为察哈尔副都统。

（４）梁启超自北京返天津。

（５）江亢虎之中国社会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联合大会。

１１﹐２（九，二四）

（１）公布财政部官制。

（２）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合同签字。

１１﹐３（九，二五）

（１）俄国代表廓索维慈与外蒙杭达亲王于库伦签订【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俄助蒙

自治练兵（俄历为１０﹐２１）。

（２）准奉天都督赵尔巽辞职，以张锡銮署理（１１﹐１７实授）。

（３）孙中山函袁世凯，主各省行政长官民选。

１１﹐４（九，二六）授刘冠雄为海军上将，汤芗铭为海军中将。

１１﹐６（九，二八）

（１）六国银行团大借款复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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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制定公文程序。

（３）驻湘黔军回黔，滇军拒之于松桃铜仁（寻为滇军所败，１２﹐６和平解决，唐继尧允

黔军第一旅回黔）。

１１﹐７（九，二九）外交部照会俄使，声明蒙古为中国领土，无权与他国订约。

１１﹐８（九，三０）

（１）列宁发表【更新的中国】。

（２）孙中山自上海抵杭州。

１１﹐９（一０，一）

（１）俄使以【俄蒙协约】通告外交部。

（２）命解散秘密结社集会。

１１﹐１１（一０，三）内阁总理赵秉钧及外交财政总长联衔致书六国银行团，声明不向其

它方面商洽借款。

１１﹐１２（一０，四）外交总长梁如浩以蒙事棘手，走天津。

１１﹐１３（一０，五）山西王锡三、金子通因谋第二次革命，被枪决。

１１﹐１４（一０，六）

（１）袁世凯电复孙中山，请说日本赞助共和，并以私人名义探试日政府意向，目前尚不宜

谈联盟事（孙为对俄问题，曾建议联日，拟于月内亲往东京游说）

。

（２）准外交总长梁如浩辞职。

（３）六国银行团代表与财政总长周学熙晤谈，坚持须由克利斯浦声明８﹐３０借款合同无

效。

（４）杨度电黄兴，仍以取消政党内阁制为加入国民党条件。

（５）黄兴赴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调查矿务（时有孙中山办铁路，黄兴办矿务之议）。

（６）西安兵变。

１１﹐１５（一０，七）

（１）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

（２）任命施肇曾督办陇秦豫海铁路事宜。

（３）蒙古王公联合会通告，不承认库伦伪政府与外国所订条约。

１１﹐１６（一０，八）

（１）孙中山电袁世凯，中日联盟有望，俄蒙之约万不可承认。

（２）津浦铁路黄河桥下告成。

（３）任命张元奇为福建民政长。

１１﹐１７（一０，九）

（１）东西扎鲁特科尔沁各旗攻占热河开鲁。

（２）岑春烜自闽回沪。

１１﹐１８（一０，一０）公布国籍法。

１１﹐１９（一０，一一）

（１）任命应德闳为江苏民政长。

（２）奉天安东兵变（宗社党煽惑）。

１１﹐２０（一０，一二）

（１）派杨士琦查办招商局改组办法。

（２）授徐绍桢、陈其美勋二位。

１１﹐２２（一０，一四）

（１）任命胡惟德为驻法、日（西）、葡国公使，魏宸组为驻和（荷）国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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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任命王人文为四川宣抚使。

（３）任命孟恩远为吉林护军使。

１１﹐２３（一０，一五）

（１）命国务院将颊待蒙回藏条件、待遇蒙古条例，及复封达赖、礼赉各呼图克图、颊进各

王公爵秩等命令刊刻颁发各旗各城。

（２）陆征祥拜宴各国公使，俄使未至。

１１﹐２４（一０，一六）东京中国留学生三千人为蒙事开会。

１１﹐２５（一０，一七）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代表为蒙事谒袁世凯。

１１﹐２６（一０，一八）

（１）令各省都督民政长，凡有倡言革命，敢为国民公敌者，按法严办。

（２）颁布告诫军人训令六事，训条十款。

（３）令各省都督民政长不得率行向省议会提案。

（４）令各省都督民政长澄叙官才，并统一察吏政权。

（５）改各省府厅州县官名一律称为知事。

（６）江苏浦镇商民捣毁厘金局，并罢市。

（７）中美成立清华学堂留美学生借款二十万元。

１１﹐２７（一０，一九）

（１）财政总长周学熙与六国银行团正式会议大借款（克利斯浦借款取消）。

（２）命蒙藏事务局及将军都督等，对蒙回藏王公官民宣布公诚，力矫前此凌慢隔阂之习。

（３）任命谭人凤为长江巡阅使。

（４）安徽蚌埠、临淮关商民捣毁厘金局。

１１﹐２８（一０，二０）任命黄兴督办汉粤川铁路事宜。

１１﹐２９（一０，二一）

（１）公布中央学会法。

（２）洪述祖函应夔丞，嘱北来谒袁，并领取款项（三万元）。

１１﹐３０（一０，二二）

（１）举行参议员预选。

（２）陆征祥与俄使谈判外蒙问题。

（３）令嗣后借款事宜，由财政总长一手经理。

（４）以会剿豫匪白狼有功，嘉奖毅军军统姜桂题，授右路统领赵倜为中将，中路统领宝德

全为少将（白狼原名白朗，河南宝丰人）。

１２﹐１（一０，二三）

（１）改海军左右司令为第一、第二舰队司令，分以蓝建枢、徐振鹏任之。

（２）中央司法会议开会（王黻祎为议长，１２﹐５闭会）。

（３）梁启超主办之【庸言】报（半月刊）出版（三年六月停刊）。

１２﹐３（一０，二五）任命陈炯明为广东护军使，龙济光为广东护军副使（广东总绥靖处

裁撤）。

１２﹐４（一０，二六）

（１）任命庄蕴宽督办浦口商埠事宜。

（２）海军总司令黄锺英卒。

１２﹐５（一０，二七）

（１）任萧耀南为陆军第三师参谋长。

（２）颁布【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

１２﹐６（一０，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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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芜湖驻军以欠饷哗变。

（２）蒙匪窜回开鲁，杀西扎鲁特公爵、东扎鲁特福晋。

１２﹐７（一０，二九）陆征祥向俄使提出外蒙问题草案五条。

１２﹐８（一０，三０）

（１）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

（２）授萨镇冰为海军上将，沈寿 、程璧光为海军中将。

１２﹐９（一一，一）

（１）英使朱尔典以安庆查禁私运鸦片，有违约章，向外部抗议，要求赔偿英商损失。

（２）孙中山在杭州讲民生主义大纲。

１２﹐１０（一一，二）

（１）举行众议员初选。

（２）南昌兵变。

（３）吴敬恒致书袁世凯，辞勋位。

１２﹐１１（一一，三）

（１）任命王闿运为国史院院长（一作１１﹐３０）。

（２）任命李鼎新为海军总司令。

（３）布告保护归国侨民。

（４）锡林郊勒盟失各。

１２﹐１２（一一，四）

（１）蒙古乌兰察布盟反正内附。

（２）任命徐鼎康为吉林民政使（原任韩国钧辞职）。

１２﹐１３（一一，五）筹边使章炳麟到吉林省城。

１２﹐１５（一一，七）

（１）布告国会议员非一党派一地方所得而私，初覆选时不得违法竞争。

（２）派张振勋前往南洋调查商务，联合侨商筹办内地开埠事宜。

（３）公布戒严法。

１２﹐１６（一一，八）

（１）任命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李烈钧拒之）

，尹昌龄为四川内务司司长。

（２）授荫昌、姜桂题、冯国璋为陆军上将。

（３）任命蒋方震为军官学校校长。

（４）黄兴自长沙赴汉口，就任汉粤川铁路督办新职。

（５）册封达赖专使马吉祥、姚宝来自北京出发。

１２﹐１７（一一，九）直隶都督冯国璋，河南都督张镇芳，赞成由各省派员组织宪法起草

委员会（江苏都督程德全曾通电，主各省先行设会起草宪法，以为国会讨论张本。赞成者颇

多，黎元洪等不以为然）。

１２﹐１８（一一，一０）

（１）任命周学熙为税务处督办，孙宝琦为会办。

（２）派张锡銮为奉天西边宣抚使，温宗尧、王人文为西藏宣抚使。

１２﹐１９（一一，一一）任命黄炎培为江苏教育司司长。

１２﹐２０（一一，一二）

（１）香港破获日人伪造广东纸币。

（２）任命廖仲恺为广东财政司司长。

１２﹐２１（一一，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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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六国银行团议决如８﹐３０合同取消，中国与银行团借款合同签订，可于下月垫款二

百万镑。借款总额二千五百万镑。

（２）日本桂太郎第三次内阁成立（西园寺公望内阁辞），加藤高明任外务大臣。

１２﹐２２（一一，一四）

（１）任命熊希龄为热河都统，段芝贵为察哈尔都统。

（２）改粤汉铁路会办为汉粤川铁路会办，以詹天佑任之。

１２﹐２３（一一，一五）

（１）外交部答复８﹐１７英使要求，声明不改西藏为行省，拒另订新约。

（２）裁撤仓场衙门及外省转运各局所并转运漕粮各官吏。

（３）任命孙多森管理中国银行事宜。

（４）任命刘若曾为直隶布政使，顾琢塘为安徽军政司司长。

（５）浙江宁波至慈溪铁路通车。

１２﹐２４（一一，一六）

（１）任命张广建为顺天府尹。

（２）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部分统柴云升等部擒巨匪李永魁于河南嵩县。

１２﹐２５（一一，一七）

（１）川边镇抚使尹昌衡电告川边肃清。

（２）任命广东护军使陈炯明兼广东陆军军长。

（３）申令严行禁烟。

（４）通令行用中国银行兑换券。

１２﹐２６（一一，一八）

（１）任命何燏时署北京大学校长。

（２）任命仇鳌为湖南民政司司长。

１２﹐２７（一一，一九）

（１）赵秉钧与周学熙在参议院报告大借款草约。

（２）孙中山电梁士诒，请向财政部设法拨借五万两交国民党本部收用。

１２﹐２９（一一，二一）

（１）任命王广圻为驻比国公使。

（２）大借款合同原定今日签字，以故未果。

１２﹐３０（一一，二二）

（１）任命张瑞玑署山西民政长。

（２）山西河东观察使张士秀宣布独立。

１２﹐３１（一一，二三）任命魏怀为福建教育司司长。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１３──中华民国二年癸丑

１﹐１（一一，二四）袁世凯派朱启钤向清帝溥仪贺年。

１﹐３（一一，二六）日本驻英大使，新任外务大臣加藤高明与英外相葛雷晤谈（１﹐１０

再度相晤，商关东州租借地及南满、安奉铁路延期事）。

１﹐５（一一，二八）

（１）驻烟台之关外军因不肯遣散，哗变，纵火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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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袁世凯授张謇、汪兆铭勋位。

１﹐６（一一，二九）

（１）令各省不得挪用盐务收入各款。

（２）任命郭宗熙为吉林提学使，李元鼎为陕西教育司司长，沈钧叶为浙江教育司司长。

１﹐８（一二，二）划一地方官制，以民政长为省行政长官。

１﹐９（一二，三）

（１）制定文官任免执行令。

（２）公布都督府组织令。

１﹐１０（一二，四）

（１）下正式国会召集令，令所有当选之参众议员于本年三月内齐集北京。

（２）举行众议员复选。

（３）令各省长官定期召集省议会议员。

（４）令交通银行发行之兑换券应照中国银行兑换章程一律办理。

（５）上海国民党举行恳亲大会。

（６）外蒙西藏私订协约，互认为独立国。

１﹐１１（一二，五）

（１）直隶都督冯国璋通电反对变更国会地点（上海民权报主国会开预备会于上海，开成立

会于南京，以免北京军警干涉。安徽都督孙毓筠曾通电反对，冯应之）。

（２）任命齐耀珊为盐务筹备处处长。

１﹐１２（一二，六）库伦活佛专使杭达亲王到俄京，答谢俄国承认蒙古自治，并求其赞助

独立，代练蒙军，供给军械，互派专使。

１﹐１３（一二，七）

（１）通令整饬官常，如有容受赃贿，即按法惩治。

（２）任命沈云沛筹办浦信铁路事宜。

１﹐１４（一二，八）

（１）赵秉钧以电报密码交洪述祖、应夔丞（桂馨）。

（２）中美续订清华学堂留美学生借款十八万五千元。

１﹐１５（一二，九）

（１）各省反对地方管制令。

（２）定商业银行纸币发行条例。

（３）吴敬恒到北京，就任国语读书会会长（４﹐２４辞职返上海）。

１﹐１９（一二，一三）

（１）以山西河东观察使张士秀、第一旅长李凤鸣拘拷河东筹饷局局长南桂馨，违抗命令，

命参谋陆军两部勒令交出南桂馨，拿办张士秀、李凤鸣。

（２）任命周绍昌、张一鹏、徐元诰、邵从恩、陈融等为直隶、江苏、江西、四川、广东等

省司法筹备处处长。

（３）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演讲政党宜重党纲党德。

１﹐２１（一二，一五）

（１）袁世凯拟派曹汝霖赴日本（为日所拒）。

（２）任命王治馨为京师警察总监。

１﹐２３（一二，一七）

（１）俄皇接见库伦专使。

（２）绥远将军张绍曾召开内蒙古西二盟代表会议（议决赞助共和，否认俄蒙协约，请兵保

护西盟各地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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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任命赵渊为山西民政长。

（４）孙中山函邓泽如，请为中华银行招股本，进谋开办一中西合资银行，以抵制六国银行。

１﹐２５（一二，一九）

（１）洪述祖自北京到上海，晤应夔丞（应曾于上年十二月到北京，近甫回上海）。

（２）任命潘复为山东实业司司长。

１﹐２６（一二，二０）直隶唐山煤矿爆炸。

１﹐２７（一二，二一）任命戴戡为贵州实业司司长。

１﹐２８（一二，二二）

（１）准范源廉辞，以海军总长刘冠雄兼署教育总长。

（２）任命罗佩金为云南民政长。

（３）外蒙向俄国借款二百万卢布。

１﹐２９（一二，二三）

（１）准汉粤川铁路督办黄兴辞职（因财政困难）。

（２）任命颜惠庆为驻德公使。

（３）任命刘式训为外交次长（唐在复辞职）。

２﹐１（一二，二六）任命杨以德为天津警察厅长。

２﹐２（一二，二七）

（１）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函应夔丞（即应桂馨）

主暗杀国民党要人。

（２）由外蒙及回部各旗合组保蒙会。

（３）全国农会联合会在北京开幕。

２﹐３（一二，二八）

（１）盛传南北将分裂。

（２）任命岑春烜督办汉粤川铁路事宜（袁允予岑兵将二万，以制民党，旋又中止，岑大愤）。

（３）任命颜惠庆兼驻丹麦公使。

２﹐４（一二，二九）

（１）英德俄法美日公使会商对华借款担保盐税管理人选问题（

原定是日签押预备合同，未果）。

（２）奉天都督张锡銮电请袁世凯提倡中日联盟。

（３）洪述祖电上海应桂馨，刺宋教仁事已得袁世凯赞可。

（４）四川万县兵变。

２﹐５（一二，三０）

（１）德国山东矿务公司将所有权利负担让与山东铁路公司。

（２）任命屈映光为浙江内务司司长。

（３）云南、四川、广西、贵州都督蔡锷、胡景伊、陆荣廷、唐继尧通电声讨阴谋割据、扰

乱公安之徒（阴指江西都督李烈钧）。

（４）山东烟台兵变。

２﹐６（一，一）吉林延吉兵变。

２﹐１０（一，五）

（１）外交部促英使速复去年１２﹐２３关于西藏之照会。

（２）宋教仁在武汉演说，指斥政府因循苟且。

２﹐１１（一，六）孙中山自上海赴日本，马君武、戴传贤、王宠惠、王正廷等随行（２﹐

１４到东京）。

２﹐１３（一，八）宋教仁自汉口东下。



- 43 -

２﹐１４（一，九）

（１）孙中山抵东京。

（２）李国珍、郭同等列举江西都督李烈钧五罪，质问政府。

（３）财政部拨付清室优待费三百九十万两。

２﹐１５（一，一０）

（１）教育部开读音统一会，吴敬恒、王照为会长。

（２）袁世凯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贺清隆裕太后寿，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亦来贺。

（３）孙中山出席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讲演【中日须互相提携】（寻晤日首相桂太郎）。

（４）宋教仁抵上海。

２﹐１６（一，一一）

（１）俄蒙订立练兵协定，外蒙聘用俄教练军队，并向俄借款。

（２）江西都督李烈钧对２﹐５蔡锷等通电自辩，对中央有所指责（袁世凯曾覆蔡锷来电，

谓若有不逞之徒，为亡国祸首，惟有竭我棉力，殄此么魔）。

（３）王芝祥、孙毓筠、于右任、李书城、陆建章、王人文、李经羲、林述庆、章士钊等在

北京组织国事维持会，调解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政党与政党之冲突。

２﹐１７（一，一二）

（１）桂太郎与孙中山发起中日同盟会。

（２）热河兵变。

２﹐１８（一，一三）英使朱尔典要求外交部撤退驻藏官兵。

２﹐１９（一，一四）

（１）设财政委员会，派周学熙、梁士诒、梁启超、陈威等为委员。

（２）制立民国元年六厘公债条例，定额二万万元（以大借款成，未发行）。

（３）黑龙江都督宋小濂以俄人擅在呼兰、绥化、呼伦测绘，不听阻止，电请外部与俄使交

涉。

（４）袁世凯派礼官向清帝溥仪贺生辰。

２﹐２０（一，一五）

（１）国民党本部以共和党报诬国民党密议发难，抵借日款，购备枪械，割据东南，通电声

辩否认。

（２）日本山本权兵卫内阁成立，牧野伸显任外相（桂太郎内阁辞）。

２﹐２１（一，一六）

（１）中日同盟会欢迎孙中山。

（２）司法部通令各省改组法院。

（３）参议院连日以出席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流会。

２﹐２２（一，一七）

（１）清隆裕皇太后卒。

（２）驻英代表刘玉麟电告，达赖请英承认西藏独立，提六条款。

２﹐２３（一，一八）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孙中山。

２﹐２４（一，一九）梁启超正式加入共和党。

２﹐２８（一，二三）

（１）北京国风报载倪嗣冲、冯国璋密向袁世凯劝进（冯否认）。

（２）全体国务员致祭清隆裕太后之丧（袁世凯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自缀黑纱，文武官员

服丧二十七天，并举行国民哀悼大会，全国陆军哀悼大会）。

（３）外交部电驻美代表张荫棠，告以延聘古德诺合同四款（古为哥伦比亚大学行政法及地

方政府教授，由蔡廷干与 Cornegis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之 CharlesM。Eliot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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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为中国政府宪法顾问，年俸美金一万二千元，川资住房津贴一千一百元，以三年为期）。

３﹐１（一，二四）王芝祥奉命到南昌，调处江西民政长事。

３﹐２（一，二五）参议院否决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案。

３﹐３（一，二六）

（１）英法德美俄日六国公使对大借款要求以英人为盐务稽核处主办，德人为副办及国债局

总办，俄法各一人为审计顾问（中国拒绝）。

（２）孙中山晤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及元老松方正义。

（３）任命章梓、章驾时、冷遹为江苏陆军第一、二、三师师长。

３﹐４（一，二七）

（１）全国禁烟联合会开幕（３﹐８闭幕）。

（２）任命高凌霖督办改组各省银行及推行纸币开办金库事宜。

（３）孙中山晤日本外务大臣牧野伸显。

３﹐５（一，二八）孙中山离东京，赴横滨大阪。

３﹐６（一，二九）

（１）国民党人季雨霖、熊秉坤、詹大悲等谋在武汉起事，不成。

（２）法制局顾问日人有贺长雄到北京。

（３）中日国民协会成立于北京，吴景濂为主席。

３﹐８（二，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南京发表演说，评论时政，主政党内阁，国会

制宪，中央地方分权。

３﹐９（二，二）袁世凯聘梁启超为法制高等顾问。

３﹐１１（二，四）

（１）财政总长周学熙致书六国银行团，对借款条件表示遗憾。

（２）孙中山应日本朝日新闻社之邀，在大阪青年会馆讲演【大亚洲主义】。

（３）任命赵从蕃署江西民政长（原任汪瑞闿为李烈钧所拒）。

（４）安徽滁县为匪所破。

３﹐１２（二，五）嘉奖川边投诚各土司。

３﹐１３（二，六）

（１）应夔丞函国务院秘书洪述祖，谓宋教仁在沪筹款运动军队（徐宝山及皖军），若不去

宋，大局将为扰乱。

（２）洪述祖电应夔丞，谓【毁宋（教仁）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３﹐１７洪再

电应，询【何日缴现兑票】）。

（３）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对华侨及国民党员讲演【努力为国】及【党争乃代流血之争】。

（４）中美同时宣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受聘为中国政府宪法顾问。

（５）袁世凯聘邹嘉来为外交高等顾问。

３﹐１５（二，八）张荫棠与古德诺在中国驻美使馆签订合同，聘古氏为中国政治顾问（１

９１４﹐７古到北京）。

３﹐１８（二，一一）

（１）美总统威尔逊声明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

（２）北京美代办建议美国务卿及早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３﹐１９（二，一二）

（１）洪述祖电应夔丞，促速杀宋教仁。

（２）湖北商民裘平治等呈请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袁世凯令湖北民政长拿查惩治。

（３）定４﹐８举行国会开会礼。

（４）任命陈振先兼署教育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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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北京为清隆裕太后举行国民哀悼会。

３﹐２０（二，一三）国民党理事代理理事长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被刺。

３﹐２１（二，一四）应夔丞电洪述祖，谓宋教仁已被刺。

３﹐２２（二，一五）

（１）宋教仁因伤逝世，年三十二岁。

（２）袁世凯电吊宋教仁。

３﹐２３（二，一六）

（１）袁世凯电令江苏都督严拏宋案凶手，并保护黄兴。

（２）宋教仁案主使人应夔丞在上海被捕（应曾贿买王阿发杀宋，本日王向法租界巡捕房告

发，搜出应与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及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之文电）。

３﹐２４（二，一七）宋案凶手武士英（吴福铭）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

３﹐２５（二，一八）

（１）孙中山自日本长崎回抵上海，即与黄兴、陈其美、居正等商宋案，主讨伐袁世凯，黄

兴持不可。

（２）外交总长陆征祥函美国务卿白莱安盼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３﹐２８﹐白莱安表示正做同情考虑）。

３﹐２６（二，一九）

（１）国务院电各省，上海有一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谋不利于宋教仁、梁启超、袁世

凯、赵秉钧、汪荣宝等。

（２）任命张謇督办导淮事宜。

（３）任命王芝祥暂行兼管九江镇守使事务（原任戈克安与李烈钧不和）。

３﹐２７（二，二０）黄兴电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询宋案善后。

３﹐２８（二，二一）

（１）西藏办事长官锺颖被迫离拉萨，退驻印藏交界之那当。

（２）列宁发表【中华民国的大胜利】（指美国退出银行团）。

３﹐２９（二，二二）

（１）扬州十二圩大火，毁盐船二百余只，商店居民四百余家，死二百余口。

（２）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电外相牧野伸显及上海日总领事，谓赵秉钧请与英使设法消弭暗

杀宋教仁案。

３﹐３１（二，二四）

（１）日外相牧野伸显训令驻华公使，对华采中立不偏政策。

（２）上海日本总领事有吉访孙中山（４﹐６；５﹐２０再访）。

４﹐１（二，二五）藏兵进攻巴塘及江卡、察栘、乍了、盐井。

４﹐２（二，二六）

（１）美国通知各国，决定于４﹐８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望一致行动。

（２）盛宣怀当选汉冶萍公司董事会长。

４﹐３（二，二七）

（１）南京、镇江、苏州、上海地震。

（２）清隆裕太后葬于西陵。

４﹐４（二，二八）

（１）日本驻美大使照复美国务院，不克立即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劝美国从缓，以待中国

情势之演变。

（２）库伦蒙兵进攻东蒙，迫近多伦。

４﹐６（二，三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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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临时参议院解散。

（２）美国政府训令驻华美使，俟中国国会成立后，即承认民国政府。

（３）黎元洪通电表示无意于总统一席（近月盛传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拟推黎为总统）。

（４）命驻信阳之第六师李纯部听候黎元洪节制调遣（４﹐４黎请调李部一团来鄂）。

４﹐７（三，一）

（１）英国大使照复美国务院，俟英国在华权益获得正式认可，列强再共同承认中华民国政

府，并劝美国从缓，以待中国安定。

（２）参谋部命驻山东党州张勋部听候调遣。

４﹐８（三，二）

（１）第一次国会开幕。

（２）黎元洪电称，前任湖北师长陆军中将季雨霖、旅长少将熊秉坤等密谋倡乱，请免去职

官，限期归案（季等组织改进团，被破获）。

（３）法国大使照复美国务院，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时机尚未成熟。

４﹐１０（三，四）奥国瑞记洋行借款三百二十万镑成立（军舰借款）。

４﹐１１（三，五）陕西都督张凤翙遇刺。

４﹐１２（三，六）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指摘黎元洪４﹐８电。

４﹐１３（三，七）国民党在上海举行宋教仁追悼会，陈其美主席。

４﹐１４（三，八）共和党宴该党议员于万生园，梁启超演说。

４﹐１５（三，九）

（１）公布中国银行条例。

（２）国民党之【国民杂志】，在东京出版。

４﹐１６（三，一０）

（１）前镇江都督林述庆在北京中毒死。

（２）上海会审公堂将应桂馨、武士英移交上海地方检查厅。

４﹐１７（三，一一）任命陈炳焜、谭浩明为广西陆军第一、二师师长。

４﹐１９（三，一三）日本外务省训令驻外使节向各国提议有关承认中国新政府条件及时期。

４﹐２０（三，一四）财政部与奥国斯哥打军器公司成立秘密借款三百二十万镑。

４﹐２２（三，一六）袁世凯命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会签大借款合同。

４﹐２３（三，一七）安徽都督柏文蔚在南京被枪击。

４﹐２４（三，一八）

（１）善后大借款草合同成立。

（２）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开恳亲大会，决定合组为进步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

（３）刺宋教仁凶手武士英在上海狱中暴毙。

４﹐２５（三，一九）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宣布宋案证据。

４﹐２６（三，二０）

（１）赵秉钧、周学熙、陆征祥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总额二千五

百万镑，八四折（约为二千一百万镑），利息五厘，以盐务收入为担保，并规定此后未商得

银行团同意，不得借款（扣除垫款六百万镑，各省借款二百八十万镑，偿付辛亥革命时各国

损失二百万镑，实得八百二十万镑）。

（２）黄兴电袁世凯，反对善后大借款。

（３）孙中山、黄兴通电请严究宋案主凶。

（４）张继、王正廷（均国民党）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林森（国民党）当选为全院委员

长。

４﹐２８（三，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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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指责政府蔑视议会，密借巨款。

（２）任命孙多森为中国银行总裁。

（３）孙中山电请日本外务省勿助袁世凯。

４﹐２９（三，二三）

（１）五国银行团交付借款一部份二百万镑。

（２）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向横滨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说明日本之加入对华借款，

意在于适当时机以实力解决中国问题，不可率先示弱，倡议中止。

（３）参议院否认善后大借款。

（４）周学熙为借款案通电声辩，并驳黄兴４﹐２７电。

（５）赵秉钧为宋案通电声辩。

４﹐３０（三，二四）

（１）汤化龙（民主党）当选为众议院正议长。

（２）宣布善后大借款成立。

（３）广东湖南水灾。

５﹐１（三，二五）

（１）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称病辞职（因宋教仁案受各方攻击），给假十五日，以陆

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

（２）以教育部次长董鸿祎代理部务（原由陈振先兼署，因与参事司长发生争执去职）。

（３）甘肃都督兼民政长赵惟熙免职，以张炳华护理。

（４）陈国祥（共和党）当选为众议院副议长，张耀曾（国民党）当选为全院委员长。

（５）众议院讨论善后大借款案。

（６）广东都督胡汉民通电指责临时政府违法借款，贻害人民。

５﹐２（三，二六）

（１）袁世凯咨请参议众议两院迅速选举正式大总统。

（２）袁世凯以善后借款合同及用途单文咨送众议院。

（３）以内务部次长言敦源暂代部务。

（４）美国代办Williams晋见袁世凯，呈递承认中华民国国书（顾维钧宣读袁之英文答词）。

（５）孙中山致各国政府及人民书，请勿对袁世凯支付借款（英国允观望一个月）。

５﹐３（三，二七）

（１）袁世凯明令痛诋第二次革命之密谋，严捕图谋内乱党徒。

（２）袁世凯通令各省，维持治安，申明宋教仁案应俟司法机关判决。五国借款确经前参议

院赞同。

（３）洪述祖自青岛通电自辩，诋毁宋教仁植党营私。

（４）众议院要求政府于五日内答复大借款案。

（５）参议院、众议院通过致谢美国承认民国政府。

５﹐４（三，二八）

（１）黎元洪通电，主借款之案应稽之于议院，刺宋之案应诉之于法庭（张謇、赵凤昌亦从

中调解）。

（２）第六师李纯部自保定南下。

（３）令参议院广西议员全部改选（５﹐１０举行）。

（４）古巴承认中华民国（５﹐５秘鲁；５﹐９巴西继之）。

５﹐５（三，二九）

（１）众议院否认善后大借款案（是日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出席众议院，声请大借款案木已

成舟，无庸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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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湘、赣、皖、粤四省都督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通电反对政府违法借款。

５﹐６（四，一）孙中山发布对外宣言，劝各国政府及人民阻止银行贷款北京政府，以免用

作军费，促成战争（５﹐２发出）。

５﹐７（四，二）

（１）袁世凯咨参众两院，说明善后借款合同签订手续，并无不完。

（２）袁世凯令各省严防革命运动，遇有煽乱军警者，按军法惩治。

（３）上海总商会通电呼吁保卫商民，维持秩序，勿使商民再罹惨祸。

（４）黎元洪增兵鄂东武穴，防李烈钧。

（５）洪述祖免职（洪已逃青岛）。

５﹐８（四，三）

（１）黎元洪电黄兴、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希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解决，

以保育共和，维持统一。

（２）九江开会反对大借款，指袁世凯、赵秉钧为宋案罪犯。

（３）上海地方检察庭票传赵秉钧（赵抗传不到）。

５﹐９（四，四）国民党湖北支部为宋案及大借款开会，被黎元洪解散。

５﹐１１（四，六）任命梁士诒署财政次长。

５﹐１２（四，七）任命孙宝琦署税务处督办。

５﹐１３（四，八）

（１）袁世凯通令各省查禁造谣生事，剀切晓谕，商民勿堕奸谋。

（２）直奉秦晋鲁豫甘黔桂吉黑十一都督电驳湘赣皖粤四都督５﹐５电。

５﹐１５（四，一０）袁世凯撤销黄兴之陆军上将（直隶、奉天、山西、山东、河南、陕西

等省都督冯国璋、张锡銮、阎锡山、周自齐、张镇芳、张凤翙等复联名通电毁诋黄兴）。

５﹐１６（四，一一）

（１）以财政部次长梁士诒暂代部务（周学熙以受攻击请假）。

（２）周予儆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谓奉【血光团】团长黄兴命

进行暗杀。

５﹐１７（四，一二）

（１）孙中山致书日本元老井上馨，请设法限制袁世凯之大借款，不许充为战费，以保和平。

（２）京畿陆军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捕议员谢持，诬其组织【血光党】谋颠覆政府（旋

释放）。

（３）河南护军使雷震春等通电声讨国民党。

５﹐１８（四，一三）黎元洪通电请袁世凯斡旋危局，出以仁忍，各都督各议会各政党蠲除

成见，共矢公决。

５﹐１９（四，一四）冯国璋等八十二人通电，决以武力对待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

５﹐２０（四，一五）

（１）外交部与俄使议定解决蒙事条文六款，俄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中国允外蒙自治，不

驻兵殖民。

（２）袁世凯咨参议院，凡不合手续之质问，国务员不负法律上答复义务。

（３）国民党之【国民】月刊在上海出版。

５﹐２１（四，一六）伦敦、柏林、巴黎、圣彼得堡、布鲁塞、东京募集对华善后借款。

５﹐２４（四，一九）

（１）驻扬州之第二军长徐宝山（怀礼）被炸死，其弟徐宝珍继统所部（按徐氏忠于袁世凯，

刺之者革命党人）。

（２）授章炳麟勋二位（章于月初至鄂，岑春烜亦到，议推黎元洪，黎意不决，嘱章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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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授以勋位，以笼络之）。

５﹐２５（四，二０）

（１）俄公使以齐齐哈尔俄报记者被捕等事，要求赔偿惩凶。

（２）蒙匪劫掠科尔沁。

（３）令川边各军抚辑番民。

（４）北方学界在北京天坛举行第一次联合运动会。

５﹐２６（四，二一）

（１）派颜惠庆出席海牙禁烟会。

（２）汉口破获革命机关，捕宁调元等。

（３）鄂军团长刘铁在湖北沙洋称鄂西讨袁总司令。

５﹐２７（四，二二）京师大学预科毕业学生反对升科考试，迫校长何燏时辞职（明日向教

育部请愿）

。

５﹐２８（四，二三）国民党人攻上海制造局失败，徐企又被擒（９﹐８枪毙）。

５﹐２９（四，二四）

（１）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汤化龙、孙武、那彦图、蒲殿俊、

王赓（揖唐）、王印川为理事，林长民为政务部长，丁世峄为党务部长，汪荣宝、吴鼎昌、

林志钧、张嘉璈、王家襄、黄远庸、梁善济等为主任（一作５﹐３１）。

（２）日使伊集院彦吉与总税务司安格联订立满鲜国境通商税约，关税减低三分之一。

（３）汉阳兵工厂工人因争工资罢工（６﹐４复工）。

５﹐３０（四，二五）黎元洪及直隶都督冯国璋、奉天张锡銮、山东周自齐、云南蔡锷、贵

州唐继尧、广西陆荣廷、四川胡景伊、河南张镇芳、吉林陈昭常、黑龙江宋小濂、陕西张凤

翙、山西阎锡山、新疆杨增新、江苏程德全、浙江朱瑞、热河熊希龄电责国会翻覆。

５﹐３１（四，二六）

（１）豫匪白狼（朗）破河南唐县（白狼自称中原扶汉军大都督）。

（２）南京破获所谓【铁血监视团】。

６﹐２（四，二八）

（１）令整饬学风。

（２）汪兆铭、蔡元培自法国抵上海。

６﹐３（四，二九）收湖南铁路为国有。

６﹐４（四，三０）

（１）任命陈钰为山西民政长（赵渊辞）。

（２）任命石星川为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

６﹐６（五，二）

（１）派孙宝琦密访日公使伊集院彦吉，告以将与李盛铎赴日（

时日本国内有人主张以武力赞助中国革命）。

（２）中英广九铁路借款五万镑成立。

（３）汪兆铭、蔡元培通电调和南北感情。

６﹐７（五，三）云南、四川、浙江都督蔡锷、胡景伊、朱瑞联名通电，劝各方息争。

６﹐８（五，四）

（１）收湖南粤汉铁路为国有。

（２）南京民国法政大学罢课。

６﹐９（五，五）

（１）免江西都督李烈钧职，以黎元洪兼领，并任第一师长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节制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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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欧阳武之兄国会议员欧阳成受袁世凯利用，运动欧阳武反李），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

令，节制九江湖口一带江防各营（孙中山遣居正、白逾桓来南昌，说李举兵，李踌躇，竟交

卸赴上海）。

（２）日政府声明对于中国问题不偏不党。

６﹐１０（五，六）

（１）黎元洪电责李烈钧。

（２）国民党本部为李烈钧免职事电质政府。

６﹐１１（五，七）

（１）李烈钧通电解职，欢迎黎元洪。

（２）江西省议会电诘袁世凯，要求收回李烈钧免职令。

（３）黄兴应上海租界会审公堂票传。

６﹐１２（五，八）收苏省铁路公司沪嘉线为国有。

６﹐１３（五，九）

（１）任命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胡景伊为四川都督。

（２）任命张锡銮兼署吉林都督，齐耀琳为吉林民政长，孟恩远为吉林护军使（原任都督兼

民政长陈昭常免）。

（３）命欧阳武暂代江西都督（６﹐２０接事）

。

（４）参议院因不足法定人数，流会（国民党籍参议员拟质问李烈钧免职事，不果）。

６﹐１４（五，一０）

（１）免广东都督胡汉民职，以陈炯明继任（７﹐２就职），陈昭常为广东民政长（袁世凯

利用炯明以制胡，由梁士诒、江孔殷从中运用）。

（２）任命陈贻范、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

６﹐１５（五，一一）

（１）李烈钧离南昌赴上海（过安庆晤柏文蔚）

。

（２）进步党举行大会，商讨时局，梁启超主席。

（３）陈家鼎、刘公、张我华等脱离国民党，另组癸丑同志会。

（４）云南大理县地震。

６﹐１６（五，一二）

（１）胡汉民电袁世凯请示赴藏方略。

（２）豫匪白狼攻长葛不下，西南走。

６﹐１７（五，一三）

（１）准汉粤川铁路督办岑春烜辞职（岑以王芝祥之介，与民党合作，黄兴、陈其美力事联

络，思利用岑之虚名，及其两粤旧部，以与袁抗）。

（２）明令表彰孔学。

（３）广西水灾。

６﹐１８（五，一四）

（１）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方震因办事困难，自杀未遂。

（２）四川都督尹昌衡电请袁世凯恢复祀孔典礼。

６﹐１９（五，一五）孙毓筠、景耀月等脱离国民党，另组政友会，拥袁世凯。

６﹐２０（五，一六）

（１）升允在内蒙古传檄，反抗民国，自称署陕甘总督。

（２）胡汉民离广州赴香港（孙中山亦至自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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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五，一七）

（１）命裁减行政经费，限制兵额。

（２）驻美公使张荫棠交卸。

６﹐２２（五，一八）

（１）命尊崇孔学，以正人心，以立民极。

（２）日本任命山座圆次郎为驻华公使（代伊集院）。

（３）张伯烈、胡鄂公、吴宗慈等脱离进步党，仍称共和党（一作６﹐１５）。

６﹐２４（五，二０）

（１）任命戴戡为贵州民政长。

（２）黎元洪搜查革命党人在汉口之民国日报社（詹大悲等逃）。

６﹐２５（五，二一）

（１）黎元洪逮捕谋在湖北举事之革命党人萧大满等四十余名。

（２）黄兴再应上海会审公廨传讯，以司法部未送凭证，再展期。

（３）众议院议员向代理财长梁士诒质问奥国借款。

（４）派徐勤、姚梓芳为华侨宣慰使。

６﹐２６（五，二二）

（１）参议院互选宪法起草委员三十人。

（２）革命党人章裕昆等在湖北天门潜江起事（６﹐３０失败）。

（３）革命党人宁调元、熊越山在汉口日人所开富贵馆被捕（９﹐２５被杀）。

（４）西藏喇嘛等谒袁世凯。

６﹐２７（五，二三）

（１）众议院互选宪法起草委员三十人。

（２）安徽水灾。

６﹐２８（五，二四）革命党人在湖北仙桃镇起事不成。

６﹐２９（五，二五）湖南水灾。

６﹐３０（五，二六）

（１）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职（改任为陕甘筹边使），以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署都督（７﹐

８柏交卸）

。

（２）日本公使伊集院电告日外务大臣，日本陆军有助长中国局部变乱意图。

（３）袁世凯之密使孙宝琦、李盛铎到东京。

（４）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

７﹐１（五，二七）

（１）绥远城将军张绍曾、阿尔泰护军使马福祥败蒙军。

（２）开封火药局爆炸。

（３）参议院议长张继离北京。

７﹐２（五，二八）

（１）国民党人运动九江驻军，湖口要塞司令陈廷训向黎元洪请援。

（２）豫匪白朗（狼）陷嵩山（另支围攻永宁）

。

７﹐３（五，二九）

（１）海军中将郑汝成，团长臧致平率军抵上海，防守制造局。

（２）命叶恭绰代理交通次长。

７﹐４（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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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外蒙军侵犯阿尔泰察罕通吉，为新疆团长张键所败。

（２）豫匪白福（白瞎子，白朗之弟）陷淅川。

７﹐５（六，二）任命张凤台为河南民政长。

７﹐６（六，三）

（１）北军第六师师长李纯率部入九江，赣军李定魁团因被收买，北退小池口，第二师长刘

世钧退向南昌。

（２）北军三营到上海。

（３）任命蒋雁行为江北检查使。

（４）俄国以５﹐２５要求不遂，自哈尔滨派兵往齐齐哈尔（７﹐１０外交部接受其要求）。

７﹐７（六，四）

（１）任命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兼领川边都督（尹昌衡旋回师成都，为都督胡景伊所拒，八月

复返川边）

。

（２）通缉谋在湖北起事之季雨霖、夏述堂、王之光、詹大悲、赵鹏飞等。

（３）湖南军械局被炸（袁世凯主使）。

（４）豫匪白朗部宋一眼（宋老年）团攻新野。

７﹐８（六，五）

（１）李烈钧由上海返抵湖口（李到上海后觉事不可为，分函在赣同志定去留，至是忽又决

定举兵）。

（２）湖北省议会将国民党议员詹大悲、彭养光、赵鹏飞除名。

（３）众议院通过５﹐２０之中俄蒙事协议。

７﹐９（六，六）交通部公布铁路收用土地暂行章程。

７﹐１０（六，七）袁世凯明令诰诫政党咸趋正轨，并严申军人入党之禁（黎元洪电称，乱

党勾结军队）。

７﹐１１（六，八）

（１）北洋军第六师团长张敬尧自九江进攻沙河镇。

（２）参议院否决５﹐２０之中俄蒙事协定。

（３）外蒙军再犯阿尔泰，复为团长张键所败。

（４）任命马麟署甘肃凉州镇守使。

（５）陕西神木民人反抗查禁烟苗，戕县知事刘汉清。

７﹐１２（六，九）

（１）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所部仅水上警察千余人，驻九江之第二师刘世钧为袁收

买），通电讨袁世凯，驻德安之桂军第一旅长林虎，与第六师李纯部团长张敬尧战于沙河镇

（二次革命爆发）。

（２）黎元洪向大陆报访员斥责孙、黄及日人协助李烈钧。

（３）任命李纯署九江镇守使，刘世钧署副使。

７﹐１３（六，一０）

（１）江西省议会推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都督。

（２）鄂军黎天才、石星川两师自武汉开鄂东，赴赣助战。

（３）俄使照会外交部，取消５﹐２０之蒙事协定。

（４）令全国提倡实业。

７﹐１４（六，一一）

（１）谭延闿电请黎元洪等排解赣事。

（２）谭人凤电责袁军侵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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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５（六，一二）

（１）黄兴入南京，迫都督程德全独立，称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派第一（章梓部）、第八（陈

之骥部）

两师北上，协助徐州第三师师长冷遹御南下北军，江宁要塞司令吴绍璘被杀（事先何成浚、

李根源、汪兆铭曾来南京运动第八师师长陈之骥举兵）。

（２）第二旅旅长龚振鹏在安徽正阳关独立。

（３）袁世凯令拏办李烈钧。

（４）河南都督张镇芳、巡防统领柴得贵杀【血光团】民立报访员章培育、尹宪贵等。

７﹐１６（六，一三）

（１）准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辞职。

（２）任命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李纯为左司令，王占元为右司令）。

（３）张勋部分统张文生、总兵田中玉败第三师冷遹部于韩庄、利国驿（７﹐１８冷部退徐

州）。

（４）任命毕桂芳护理黑龙江都督及民政长。

７﹐１７（六，一四）

（１）岑春烜任讨袁军大元帅。

（２）安庆独立，柏文蔚为都督（由胡万泰代理），祁耿寰为讨袁军总司令。

（３）江苏松江独立，钮永建任松军司令（即派团长何嘉禄部开往上海）。

（４）程德全、应德闳离南京赴上海。

（５）北军第一军长段芝贵自北京抵汉口。

（６）特任交通总长朱启钤暂代国务总理。

（７）任命赵秉钧为步兵统领，兼管京师巡警事务。

（８）任命刘若曾为直隶民政长。

（９）任命赵惟熙为江西宣抚副使。

７﹐１８（六，一五）

（１）广东都督陈炯明独立，宣布讨袁。

（２）上海独立，陈其美任驻沪讨袁军总司令，李平书为保卫团团长（李与王一亭往说郑汝

成让出制造局，不果）。

（３）孙中山通电主袁世凯早日辞职，并另电袁忠告（寻蔡元培、唐绍仪亦电请袁退位）。

（４）孙宝琦、李盛铎离日本返国。

（５）任命沈寿 为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官。

（６）工商总长刘揆一免职，以次长向瑞琨暂代。

（７）内务次长言敦源免职，以王治馨署任。

７﹐１９（六，一六）

（１）复任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

（２）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

（３）黄兴致书张勋，劝讨袁。

７﹐２０（六，一七）

（１）福建都督孙道仁，第十四师长许崇智宣布独立，许任讨袁军总司令。

（２）浙江都督朱瑞通电宣布浙江自保，不问其它。

（３）黄兴致书白朗（永丞），请乘机攻取河南，拆毁铁道。

（４）湖南省议会电责黎元洪背约进兵江西。

（５）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谓南方叛乱，不难于短期间平定。

７﹐２１（六，一八）



- 54 -

（１）以步兵统领赵秉钧为司令官，陆建章为副司令，宣布北京戒严。

（２）袁世凯宣布施政苦衷，谓欲济时艰，当恢复政令纪纲，建立国家威信。

（３）受袁世凯收买之安徽师长代理都督胡万泰及民政长孙多森离安庆。

（４）上海讨袁军占吴淞炮台，居正任要塞司令。

（５）日外务省否认当地陆海军干预长江乱事之说。

７﹐２２（六，一九）

（１）江苏讨袁军冷遹第三师为北军杨善德及施从滨旅所败，退出徐州。

（２）芜湖讨袁军占大通。

（３）湖北安陆沙洋镇驻军刘铁部宣布讨袁（８﹐２为荆州镇守使丁槐所平）。

（４）上海讨袁军（第六十一团，钮永建之松军，刘福彪之福字营蒋志清〔中正〕亦躬预此

役）进攻制造局，为郑汝成及军舰所败（

陈其美退闸北）。

（５）袁世凯下令褫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荣典军职，命张勋、冯国璋剿办。

（６）任命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

（７）任命张弧为盐务筹备处处长。

（８）梁士诒、朱启钤与法比两国铁路公司订立同（大同）成（

成都）铁路借款合同，总额英金一千万镑（未发行，仅垫付一部分）。

（９）新疆承化寺回兵枪击俄国领事。

７﹐２３（六，二０）

（１）袁世凯撤消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

（２）任命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兼江淮宣抚使。

７﹐２４（六，二一）

（１）任命黄培松为福建护军使。

（２）李纯部马继增旅攻占江西新港。

７﹐２５（六，二二）

（１）江西宣抚使段芝贵、海军次长汤芗铭、师长李纯、旅长鲍贵卿、马继增、王占元等占

领湖口，炮台司令陈廷训应之，革命军败退。

（２）湖南都督谭延闿及革命党人谭人凤、程潜、周震麟、唐蟒、陈强等宣布独立，蒋翊武

为总司令。

（３）程德全通电声明南京独立系黄兴、陈之骥所为，现正亟图恢复。

（４）蔡锷、陆荣廷、胡景伊、唐继尧通电宣布处置赣事办法五端。

（５）宋教仁案主犯应夔丞（桂馨）在上海越狱。

７﹐２６（六，二三）

（１）上海讨袁军连日攻江南制造局不下，伍廷芳、温宗尧商领事团，请双方于距租界若干

哩地带作战（未成）。

（２）任命龙继光为广东镇抚使，龙觐光为镇抚副使。

（３）岑春烜自上海偕李根源、马君武赴广东。

７﹐２７（六，二四）

（１）居正在吴淞举兵讨袁，任吴淞要塞司令。

（２）柏文蔚到安庆，任都督。

（３）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兼署民政长。

（４）任命刘存厚、熊克武为四川陆军第二、第三师师长。

（５）令军警保护国会。

７﹐２８（六，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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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任命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

（２）程德全通电宣布江苏都督行署移设上海。

（３）熊希龄通电宣布日本分裂中国阴谋。

７﹐２９（六，二六）

（１）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及章梓、洪承点离南京乘日舰赴上海，第一师旅长周应时，第

八师长陈之骥，警察厅长吴忠信维持秩序，江苏都督程德全通告取消独立。

（２）上海讨袁军钮永建、蒋中正再攻制造局不下，退吴淞与要塞司令居正部合（蒋与陈其

美即离沪）

。

（３）临时稽勋局长冯自由免职，以许宝蘅暂兼署。

７﹐３０（六，二七）

（１）龙济光军自广西梧州东下，驻肇庆之警卫军李耀汉部应之。

（２）袁任张文生（张勋部）为徐州镇守使。

７﹐３１（六，二八）

（１）袁命国民党于三日内宣布将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陈其美除名。

（２）特任熊希龄为国务总理（传袁意在徐世昌，恐国会反对，故任熊，庶可得进步党之赞

同）。

（３）袁世凯悬赏缉拿黄兴、陈其美、黄郛、李书城（似为郑汝成所为）。

（４）李纯部攻占江西瑞昌。

８﹐１（六，二九）

（１）段芝贵攻占江西南康。

（２）任命姜桂题为热河都统。

（３）岑春烜抵广州。

８﹐２（七，一）

（１）孙中山自上海乘德轮抵福州马尾，换日轮【抚顺丸】转台湾（寻赴日本，黄兴、胡汉

民亦于是月上旬到日本，孙原拟赴粤，以广州不稳，张继、马君武等自香港来电阻其前往，

次日，福州日本武官多贺宗之来马尾，劝转往台湾）。

（２）海军总长刘冠雄督水陆师夹攻吴淞炮台。

（３）荆州镇守使丁槐占领沙洋，败革命党人刘铁。

（４）李纯部攻占江西德安。

８﹐３（七，二）

（１）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署民政长。

（２）龙济光军占广东三水。

（３）国民党以袁威迫，将李烈钧、黄兴等五人除名。

８﹐４（七，三）

（１）广州兵变，师长苏慎初、张我权、锺鼎基受袁世凯运动迫走陈炯明（锺等受梁士诒、

黄士龙运动），广东独立取消（８﹐６岑春烜走香港，为英人所不容，再走新嘉坡）。

（２）四川第三师长熊克武在重庆独立，称四川都督兼讨袁军总司令。

（３）黎元洪电广西都督陆荣廷进兵湖南（翌日电贵州唐继尧进兵）。

（４）任命李纯为江西护军使，李廷玉襄办江西军务，马继曾为第六师师长，张敬尧为旅长。

（５）袁世凯命江苏都督拿办钮永建、刘福彪、黄郛、沈葆义。

（６）孙中山、胡汉民自福州乘日轮赴基隆。

８﹐５（七，四）

（１）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联名通电请国会先制订总统选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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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本川崎大尉便服过兖州，被误为间谍，遭逮捕（寻获释）。

（３）张勋到扬州。

（４）孙中山、胡汉民过基隆赴日本。

８﹐６（七，五）

（１）袁世凯命解散江西省议会，并停止用兵各省省议会。

（２）安庆兵变，柏文蔚为师长胡万泰所迫，走芜湖，安徽独立取消。

（３）陈炯明自香港赴新嘉坡。

（４）任命周骏为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

（５）日本外务省通知陆海军当局及各财团，注意有关中国民党之情报。

８﹐７（七，六）

（１）查禁社会党。

（２）鄂军败湘军于城陵矶。

（３）俄使对７﹐２２承化寺案向外交部要求撤兵、谢罪、惩凶。

８﹐８（七，七）

（１）何海鸣复在南京宣布独立（８﹐７），为第八师师长陈之骥所逮捕。

（２）安徽都督倪嗣冲占领正阳关寿州。

（３）李纯部占领江西吴城（翌日占建昌）。

（４）袁世凯命解散广东省议会。

（５）任命王正雅为常澧镇守使，赵春霆为湘南镇守使，田应诏为湘西镇守使。

（６）孙中山胡汉民抵日本门司，即赴神户（次日到，犬养毅派人来迎）。

８﹐９（七，八）

（１）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取消独立，许崇智出走（８﹐５孙曾通电福州平靖）。

（２）讨袁军江西都督欧阳武自南昌走吉安（欧阳到吉安后出家为僧，寻被逮解北京治罪获

赦）。

（３）北军鲍贵卿旅入安庆。

（４）日人铃木丰树自江西到湖北沙市运动驻军独立，被扣。

（５）任命雷震春为第七师师长，王汝贤为第八师师长。

８﹐１０（七，九）

（１）南京第一师攻击第八师，复宣布独立，何海鸣任临时总司令。

（２）袁世凯通缉国会议员居正、胡秉柯、田桐、白逾桓、刘英。

（３）任命黄士龙为广东护军使（黄及江防司令魏邦平等均与袁系通）。

（４）免长江巡阅使谭人凤职，并悬赏拿办。

（５）任命曹汝霖为外交次长（准刘式训辞）。

８﹐１１（七，一０）

（１）蒙匪占大王庙，多伦团长张凤鸣败退。

（２）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败钮永建部于江湾张华滨。

（３）任命段芝贵兼安徽宣抚使。

（４）日本西村少尉强入汉口刘家庙司令部，被拘（旋释）。

（５）中日合办东亚兴业会社成立（孙中山任总裁，仓知铁吉为副总裁）。

８﹐１２（七，一一）

（１）龙济光击败粤军师长苏慎初、张我权，占领广州。

（２）湖南都督谭延闿取消独立，并请辞职（谭人凤、蒋翊武于８﹐１１离长沙）。

８﹐１３（七，一二）

（１）吴淞钮永建、居正经红十字会调停，退往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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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张勋部入镇江，讨袁军陈璧缴械。

（３）汉口日本总领事芳泽谦吉电告日外务省，派驻汉口之日陆军有援助江西讨袁军之嫌。

（４）任命叶荃为黔军第一师师长，黄毓成、韩凤楼为旅长。

（５）江亢虎之社会主义党解散。

８﹐１４（七，一三）

（１）任命刘冠雄、雷震春为南洋巡阅正副使，李准为广东宣慰使，萨镇冰督办淞沪水陆警

察事宜。

（２）张勋部张文生、徐宝珍进攻南京，占领天保城。

（３）交通部与比利时中国铁路公司订立大同成都铁路借款草合同，总额一千万镑。

（４）日使山座圆次郎要求外交部保护东亚兴业公司对南浔铁路权益。

８﹐１５（七，一四）

（１）李烈钧自南昌出走（８﹐２１到樟树，８﹐２７到临江，即去湖南走上海）。

（２）南京讨袁军败张勋部于紫金山，夺回天保城。

（３）任命林葆怿为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沈寿 辞职）。

８﹐１６（七，一五）台湾革命党人罗福星、吴觉民等在新竹大湖举事，未成。

８﹐１７（七，一六）

（１）上海闸北西兵撤退（上海绅商夏瑞芳等前请租界工部局调西兵驻闸北保护）。

（２）孙中山等于日本神川县秘密登岸。

８﹐１８（七，一七）

（１）李纯部第六师张敬尧团入南昌，大肆淫掠。

（２）上海北军第四师旅长李厚基进攻嘉定，钮永建部分走太仓青浦。

（３）张勋部再占南京天保城（８﹐１９又被讨袁军夺回）。

（４）召周自齐来京，任命靳云鹏代理山东都督，田文烈署山东民政长。

（５）孙中山等秘密抵东京暂住（得犬养毅、头山满协助）。

８﹐１９（七，一八）

（１）政府以宪法研究会制定之宪法草案大纲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

（２）张勋徐宝珍部攻占南京紫金山幕府山（翌日三占天保城）。

（３）枪毙北京爱国报经理丁宝臣。

（４）命解散湖南省议会。

（５）永定河南岸决口。

８﹐２０（七，一九）

（１）袁世凯以唐继尧兼滇黔援川军总司令。

（２）柏文蔚自芜湖到南京，任都督。

８﹐２１（七，二０）

（１）袁世凯通缉岑春烜。

（２）任命周自齐署中国银行总裁，汤叡署副总裁。

（３）浙江都督朱瑞通电赞成以孔教为国教（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梁启超、夏曾佑、

王式通已向国会请愿）。

（４）长春日军干涉中国巡警捕匪，发生冲突。

（５）德国在长沙设领事。

８﹐２２（七，二一）

（１）天津戒严司令部杀广东国会议员伍汉持（一作８﹐１９。汉持前曾提查办袁世凯案，

于８﹐１被捕）。

（２）任命田中玉为兖州镇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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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３（七，二二）收洛潼铁路为国有。

８﹐２４（七，二三）倪嗣冲部统领马联甲入安庆（８﹐２６倪续至）。

８﹐２５（七，二四）

（１）南京城外激战，讨袁军都督柏文蔚助何海鸣指挥。

（２）任命李厚基为吴淞江阴一带要塞司令官。

８﹐２６（七，二五）张勋部攻入南京朝阳门，复被击退。柏文蔚离南京，韩恢任都督。美

国医师马林等晤张勋，商停战。

８﹐２７（七，二六）

（１）逮捕众议员褚辅成、常恒芳、刘恩格，参议员丁象谦、赵世钰、朱念祖、张我华、高

荫藻（内四人为宪法起草委员，褚、常、朱于袁死后始出狱，余于国会解散后获释）。

（２）张勋、雷震春、徐宝珍会同海军猛攻南京。

（３）任命蒋雁行署江北护军使，李纯兼江西民政长。

８﹐２８（七，二七）内阁总理熊希龄受任。

８﹐２９（七，二八）北军旅长鲍贵卿、顾琢塘会同海军攻占芜湖，败讨袁军龚振鹏。

８﹐３０（七，二九）

（１）黎元洪电梁启超、汤化龙，主先举总统。

（２）京师警察厅解散【中华民国自由党】北京本部（该党成立于民国元年四月，举孙中山

为总裁，实际领导者为李怀霜）。

（３）山东都督靳云鹏、民政长田文烈通电赞成以孔教为国教。

９﹐１（八，一）

（１）张勋、雷震春、徐宝珍攻占南京，大肆抢杀三日，何海鸣、韩恢出走（二次革命完全

失败，后何海鸣自首，林虎电各报馆自白）。

（２）张勋部戕杀南京日侨三人。

（３）江西众议员徐秀钧在九江被枪毙。

（４）多伦淮军司令李际春、陈文运等败蒙匪二将军列拉玛等于力不胡图格等地。

（５）孔教会通电再请定孔教为国教。

９﹐２（八，二）熊克武攻四川泸州，为第一师长周骏所败。

９﹐３（八，三）

（１）参议院议长张继去职，王家襄继任。

（２）任命张勋为江苏都督，程德全免职。

（３）任命朱熙署江苏陆军第二师师长。

（４）蒋方震辞职，任命曲同丰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５）汪兆铭、王宠惠到新嘉坡。

９﹐４（八，四）

（１）冯国璋、张勋到南京（美医师马林晤张勋，请禁抢掠奸淫）。

（２）准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农林总长陈振先、交通总长

朱启钤辞职，由各部次长暂行代理部务。

（３）任命鲍贵卿为大通芜湖镇守使。

９﹐５（八，五）

（１）众议院通过先选总统后制宪法案。

（２）吴敬恒、蔡元培自上海赴欧洲。

９﹐６（八，六）

（１）袁世凯电责南京张勋部抢劫居民。

（２）长沙破获革命机关，刘崧衡被捕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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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任命韩国钧为江苏民政长，应德闳免职。

９﹐７（八，七）

（１）东京日比谷公园，国民大会，攻击对华外交软弱。

（２）南京日本领事向张勋交涉日人被杀案，被拒。

（３）川军王陵基旅攻占合川，败熊克武部。

（４）长沙西门外军队受革命党运动起事。旋平。

（５）梁士诒、叶恭绰等筹组公民党，李庆芳为主席。

９﹐８（八，八）郭人漳电诋湖南都督谭延闿勾结李烈钧。

９﹐９（八，九）

（１）日本军舰四艘到南京，派水兵上岸护侨。

（２）袁世凯告诫统兵大员，严申军令。

（３）黎元洪通电请参众两院速定孔教为国教，藉范人心，以息邪说（９﹐１１广东龙济光、

江西李纯，９﹐１５河南张镇芳应之）。

９﹐１０（八，一０）

（１）五国银行团决定将政治经济借款分开（银行团任政治借款）。

（２）任命屈映光署浙江民政长。

９﹐１１（八，一一）

（１）特任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

张謇为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熊希龄兼财政总长（即第一流人才内阁，

亦即进步党内阁）。

（２）四川讨袁军总司令熊克武以滇军黄毓成、川军王陵基南北两路进迫，陕军张钫复入川

东，偕杨庶堪自重庆出走。

（３）川边打箭炉边军统领张煦响应重庆熊克武（经略使尹昌衡平之）。

（４）日公使山座为兖州、汉口、南京案向外交部要求惩凶、谢罪、赔偿（９﹐１５均照办）。

（５）直隶昌黎日军枪杀华警三人，伤二人（１９１４﹐４﹐１４日赔款解决）。

９﹐１２（八，一二）

（１）参众二院联席会议，商总统选举法。

（２）任命马福祥为宁夏护军使，兼署宁夏将军。

（３）任命雷震春督办皖北、江北剿匪事宜。

（４）外蒙古外务大臣杭达亲王照会俄国代表，允参加中俄蒙三方会议。

（５）滇军旅长黄毓成、团长杨杰等入重庆（自贵州来）（黄原拟响应讨袁军，及入川而赣

宁已败，转而攻熊以自保）。

（６）江苏民政长应德闳电诋张勋部在南京奸淫抢掠。

（７）命张勋李盛铎查明戕掠南京日人案，分别赔偿。

（８）广西水灾。

９﹐１３（八，一三）

（１）任命李开侁署广东民政长。

（２）任命伍祥桢为岳州镇守使，杨善德为松江镇守使。

９﹐１４（八，一四）任命张弧为财政次长（赵椿年免）。

９﹐１５（八，一五）

（１）北京总检查厅长罗元干下令通缉陈其美、钮永建、岑春烜等。

（２）长春日军与华警冲突，华警五人被拘。

９﹐１６（八，一六）

（１）任命江庸署司法次长（汪守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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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广州警察厅长陈景华、韶州清乡督办陈仲宾谋举事，倒龙济光，事泄被杀（陈景华之

警卫队李福林部归龙济光）。

９﹐１７（八，一七）

（１）任命靳云鹏署山东都督。

（２）任命张广建为陕甘筹边使。

（３）任命韦绍皋署广西民政长。

（４）海军次长汤芗铭率军舰四艘到岳州（第三师曹锟部即移驻岳州）。

９﹐１８（八，一八）

（１）梁士诒联合同志会、潜社、集益社组织公民党成立（交通系之前身，一作９﹐１６）。

（２）中俄再度开议外蒙问题。

（３）川军第二师彭光烈部团长王陵基抵重庆，与滇军黄毓成部相争。

（４）广东水灾。

９﹐２１（八，二一）

（１）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宪法草案。

（２）重庆滇军黄毓成部袭击川军王陵基，大肆烧杀。

９﹐２２（八，二二）

（１）豫匪白狼围攻湖北随县。

（２）何海鸣宣言斥袁世凯、张勋谋恢复帝制，并诋黄兴、柏文蔚，声称脱离国民党。

９﹐２３（八，二三）

（１）蒙匪陷内蒙经棚。

（２）库伦兵部副大臣那贝勒到北京。

９﹐２４（八，二四）

（１）任命陈廷杰为四川民政长。

（２）俄国驻库伦代表兼总领事米勒尔觐见哲布尊丹巴活佛。

９﹐２５（八，二五）

（１）召浙江都督朱瑞来京（朱于二次革命时中立）。

（２）任命饶汉祥署湖北民政长（原为代理）。

（３）任命汤叡为中国银行总裁。

９﹐２６（八，二六）

（１）外交部以俄军千余进驻新疆承化等，照会俄使，要求撤退。

（２）豫匪白狼陷湖北枣阳。１０﹐１６退出（虏美国、挪威教士十三名，１０﹐１８释放）。

９﹐２７（八，二七）

（１）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

（２）公布议院法。

９﹐２８（八，二八）

（１）令蔡锷来京（蔡于二次革命时联合黔桂调停，遭袁世凯之忌），任命唐继尧署云南都

督（由谢汝翼护理，云南师长李鸿祥、谢汝翼拟拒唐，唐得旅长师长张子贞之助始克回滇），

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赵倜为河南护军使。

（２）张勋向南京日本领事馆谢罪。

９﹐２９（八，二九）任命李纯署江西都督（原由黎元洪兼，至是解除）。

９﹐３０（九，一）

（１）外交团会议，日公使提议以履行国际义务为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条件。

（２）改盐务筹备处为盐政署，以张弧为署长。

（３）任命四川第一师长周骏代黄毓成为重庆镇守使（时川军第二师长刘存厚等已进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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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１０﹐１（九，二）中日铁路实行联络。

１０﹐２（九，三）福建德化英国教堂被匪焚毁。

１０﹐４（九，五）

（１）宪法会议公布制定之大总统选举法七条。

（２）任命唐继尧兼署云南民政长（二次革命后原任民政长罗佩金去职）。

１０﹐５（九，六）

（１）中日满蒙五路换文（四平街至洮南、开原至海龙、长春至洮南、洮南至承德、永吉至

海龙五路）

。

（２）黄毓成率滇军离重庆回贵州。

１０﹐６（九，七）

（１）袁世凯威迫国会，当选为正式总统（是日有所谓公民团者，包围议场，限即日选出总

统）。

（２）日、奥、荷、葡承认中华民国。

（３）相友会、超然社及集益社之一部合组为中大党（刘揆一、朱兆莘、郭人漳等主之）。

（４）河南党人阎梦松等二十九人在开封被杀。

１０﹐７（九，八）

（１）黎元洪当选为正式副总统。

（２）英、俄、法、德、义、比、瑞典、丹麦、西班牙承认中华民国（１０﹐８瑞士承认，

１０﹐９挪威承认）。

（３）任命王瑚署湖南民政长。

１０﹐８（九，九）

（１）安徽都督倪嗣冲通电，请驱逐身居要津之国民党人。

（２）江西都昌洪匪杀知事，占县城。

１０﹐９（九，一０）

（１）美总统威尔逊电贺袁世凯就任总统。

（２）中法实业借款五千万法郎成立。

（３）湖南讨袁军总司令，鄂豫招抚使蒋翊武在广西桂林被杀（

黎元洪力主枪毙）。

１０﹐１０（九，一一）

（１）袁世凯、黎元洪就总统副总统职。

（２）蔡锷交卸云南都督。

（３）任命刘存厚署重庆镇守使。

１０﹐１２（九，一三）豫匪白狼自鄂北抵返河南邓县。

１０﹐１３（九，一四）

（１）令拿办助乱之江西省议员四十六名。

（２）任命许世英为奉天民政长。

（３）长春开东蒙古二次大会。

（４）中英藏西谟拉会议开始（中国委员为陈贻范、王海平，英为 H。McMahon﹐A。
Rose，藏为谢脱拉）。

１０﹐１４（九，一五）

（１）宪法草案脱稿。

（２）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提议修改税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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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任命李鸿祥署云南民政长。

１０﹐１５（九，一六）

（１）豫匪白狼陷河南新野。

（２）北京总检查厅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许崇智、陈炯明、谭人凤、张继、

熊克武、钮永建、何海鸣、廖仲恺、朱执信、邓铿等。

１０﹐１６（九，一七）

（１）袁世凯咨众议院请增修约法。

（２）任命钱能训为内务次长，吴炳湘为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为顺天府尹。

（３）蒙古哲盟科尔沁辅国公归诚。

（４）豫匪白狼陷河南邓县。

１０﹐１７（九，一八）熊希龄、梁启超、张謇谒袁世凯，商大政方针（张于昨到京）。

１０﹐１８（九，一九）

（１）袁世凯为立法权限事询宪法会议（拟派员列席，陈述意见）。

（２）派林万里帮办福建善后事宜。

（３）派梅馨会办湖南裁兵事宜。

１０﹐１９（九，二０）

（１）袁世凯致书清帝溥仪，声明恪守优待条件。

（２）任命高增爵署陕西民政长。

１０﹐２０（九，二一）定各官吏到任凭限，并文官考试任用甄别惩戒法。

１０﹐２１（九，二二）

（１）国民党张耀曾、谷锺秀、汤漪、杨永泰、孙润宇、沈钧儒与进步党丁世峄、蓝公武、

刘崇佑、汪彭年等合组民宪党。

（２）外交部因昌黎日兵枪杀华警事，向日使要求赔偿惩处。

（３）刺宋教仁主犯应夔丞自青岛到北京。

１０﹐２２（九，二三）袁世凯派施愚等八人至宪法会议陈述意见，被拒。

１０﹐２３（九，二四）任命刘祖武、顾品珍代理云南陆军第一、第二师师长。

１０﹐２４（九，二五）

（１）任命汤芗铭署湖南都督，兼查办使，暂兼理民政长，免湖南都督谭延闿、查办使郭人

漳职，令入京待罪（北军第三十九混成旅入驻长沙）。

（２）任命张鸣岐为广西民政长（韦绍皋免）。

（３）嘉奖平定广西柳州变乱之桂军沈鸿英、贲克昭等（上月中旬刘古香、刘震寰在柳州举

兵讨袁）。

（４）划阿拉善鄂尔多斯王，乌审鄂支多旗归宁夏将军节制。

１０﹐２５（九，二六）袁世凯通电各省，反对宪法草案。

１０﹐２６（九，二七）任命刘垣为工商次长（向瑞琨免职，派往南洋考察华侨商务事宜）。

１０﹐２７（九，二八）交通部在天津召开五路（京奉、京汉、京张、津浦、沪宁）联运会

议（１９１４﹐４﹐１实行）。

１０﹐２８（九，二九）任命赵倜会办河南剿匪（白狼）事宜。

１０﹐２９（一０，一）

（１）外部电各省派代表来京，讨论外交事件。

（２）海军总长刘冠雄抵福建马江，督同第七旅旅长李厚基等办理裁军事宜。

（３）任命周凤岐署浙江陆军第四十九旅旅长。

（４）蒋志清（中正）立誓附从孙中山再举革命。

（５）毅军统领米振标自林西进败蒙匪，克复经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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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０（一０，二）

（１）任命朱庆澜为黑龙江护军使兼民政长（毕桂芳调京）。

（２）交通总长周自齐向英国中英公司订立沪宁铁路出售购地债票，借款十五万镑。

１０﹐３１（一０，三）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天坛第三读通过宪法草案（即天坛宪法草案）。

１１﹐１（一０，四）黎元洪通电请将宪法草案重行厘定。

１１﹐２（一０，五）谭延闿交卸，自长沙抵武昌。

１１﹐３（一０，六）

（１）外蒙古总理三音诺颜到圣彼得堡，受俄国隆重招待（商借款与军械）。

（２）蒙匪窜入察哈尔照苏乃木城，为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击走。

（３）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移送宪法会议。

（４）公布国籍法施行规则。

１１﹐４（一０，七）

（１）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北京本部及各地国民党机关，并取消国民党籍之国会议员，被追缴

议员证书及徽章者百余人（袁世凯之政变）。

（２）袁世凯再电，指责宪法草案。

（３）蔡锷抵北京。

１１﹐５（一０，八）

（１）国务院电各省派员至京，会议地方行政。

（２）袁世凯二次追缴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证书徽章（先后共四百三十八人）。

（３）俄公使库朋斯基与外交总长孙宝琦之有关外蒙古声明及换文成立，中国承认外蒙自治。

１１﹐６（一０，九）命恢复前清洪杨战事各勋臣祀典。

１１﹐７（一０，一０）

（１）北京俄使电俄外交部，转达中国要求，盼劝外蒙撤退其在内蒙之军队。

（２）交通总长周自齐与美使芮恩施商谈１９１１重整中国海军问题，并函询美国政府态度。

（３）梁启超、张謇谒袁世凯，商维持国会，主召集候补议员。

（４）通令禁止增发纸币。

１１﹐９（一０，一二）云南水旱灾。

１１﹐１０（一０，一三）

（１）俄外交部电库伦代表，劝告外蒙古停止对内蒙之军事行动（活佛即照办）。另电北京

俄使，促中国从速订立中俄蒙三方协定。

（２）宪法起草委员会自行解散。

（３）国务院通令组织文官惩戒委员会。

１１﹐１２（一０，一五）

（１）从黎元洪请，取消各省议会国民党籍议员（本日湖北国民党籍省议员均被强制追缴证

书徽章）。

（２）黎元洪以宪法草案否决尊孔案，电请总统通令各学校一律设位崇祀。

１１﹐１３（一０，一六）

（１）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停止开会。

（２）俄外交部电北京俄使，劝告中国对内蒙古人民勿再施以高压政策。并令联合日本一致

行动（俄使反对与日本联合）。

（３）俄国及瑞典公使呈递国书。

１１﹐１４（一０，一七）

（１）俄蒙减低电报税补充协定在库伦签字。

（２）财政部交通部与英国华中铁路公司订立浦信（浦口信阳）铁路借款三百万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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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５（一０，一八）

（１）北军第三十九混成旅伍祥桢部入长沙。

（２）法公使呈递国书。

１１﹐１６（一０，一九）江阴炮台陆战队受革命党人运动起事。

１１﹐１７（一０，二０）

（１）众议院议员一百九十四人质问政府取消国民党议员，破坏国会。

（２）外蒙古外务大臣杭达亲王照会俄代表，不愿承认中国之宗主权。

（３）美公使芮恩施、日本公使山座圆次郎、比国公使贾尔牒呈递国书。

１１﹐１８（一０，二一）俄使要求外交部，禁止中国军队压迫内蒙。

１１﹐１９（一０，二二）奉军师长吴俊升、毅军统领米振标克复蒙古大王庙。

１１﹐２０（一０，二三）

（１）任命汪声玲为福建民政长（张元奇免）。

（２）广州枪毙密谋起事之军官多人。

１１﹐２２（一０，二五）

（１）中日废止中国在朝鲜租界协定签字。

（２）北京解严。

１１﹐２３（一０，二六）孔教会推举康有为为会长。

１１﹐２５（一０，二八）

（１）任命沈云沛督办浦信铁路事宜。

（２）唐继尧自贵州抵昆明，接任云南都督。

１１﹐２６（一０，二九）

（１）袁世凯派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许世英、饶汉祥、

杨士琦等为政治会议议员，另由各部院及各省派代表参加（初名行政会议）。

（２）令厘定尊孔典礼。

１１﹐２７（一０，三０）

（１）通令京外官民，毋受升允煽惑。

（２）外交部再催俄使撤回承化寺俄兵。

（３）张謇访美公使芮恩施，谈导淮计划，盼美国贷款。

１１﹐２９（一一，二）

（１）任命李厚基为福建镇守使。

（２）改编江苏陆军第四师为两混成旅，以方更生、张仁奎为旅长（原任师长为徐宝珍）。

１２﹐１（一一，四）

（１）任命章宗祥为中央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２）命江苏宣抚使冯国璋将酿成江阴乱事之团长郭以廉等正法。

１２﹐２（一一，五）

（１）汉冶萍公司与日本正金银行及制铁所订立九百万元借款合同（第九次借款）。

（２）公布县知事任用暂行条例。

１２﹐３（一一，六）参议院议员六十一人质问政府取消议员资格，破坏国会。

１２﹐４（一一，七）英国及荷兰公使呈递国书。

１２﹐５（一一，八）任命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代福建都督，孙道仁免。

１２﹐８（一一，一一）

（１）云南大理提督张文光及杨春魁、李根源起事。

（２）陆军总长段祺瑞到汉口。

１２﹐９（一一，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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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副总统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奉袁世凯召离鄂北上（１２﹐１１到北京）。

（２）任命刘玉麟、陆宗舆、高尔谦、沈瑞麟、唐在复为驻英、日、义、奥、荷公使。

１２﹐１０（一一，一三）命段祺瑞暂兼代湖北都督，周自齐代理陆军总长。

１２﹐１２（一一，一五）

（１）任命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

（２）任命吕调元署湖北民政长（饶汉祥辞）。

（３）特赦谭延闿，褫将军上将衔。

１２﹐１３（一一，一六）清德宗及隆裕太后葬于崇陵，袁世凯派赵秉钧、梁启超、朱启钤、

荫昌、昆源、陆建章、马龙标往祭。

１２﹐１４（一一，一七）

（１）任命张国淦为政治会议副议长。

（２）新疆都督杨增新宣布枪毙盘据伊犁之冯特民、李辅黄，全省统一。

１２﹐１５（一一，一八）政治会议委员觐见袁世凯，袁致训词。

１２﹐１６（一一，一九）

（１）任命冯国璋署江苏都督，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事先袁世凯先后派阮忠枢、段芝贵向

张劝导），赵秉钧署直隶都督。

（２）任命江朝宗署步兵统领。

（３）外蒙古总理三音诺颜致书俄外务大臣，愿参加中俄蒙会议，停止对中国战争，请转告

中国同时退兵（同日通告中国驻俄公使）。

１２﹐１７（一一，二０）熊希龄函美公使芮恩施，前清与美国所订襄助海军合同继续有效。

１２﹐１８（一一，二一）

（１）各省都督黎元洪等电袁世凯谓立法机关成绩綦少，请咨询政治会议以救国大计及增修

约法程序。

（２）交通部与英国宝林公司签订湖北、贵州铁路（沙市至兴义）草合同。

１２﹐１９（一一，二二）

（１）准黎元洪辞湖北都督职（黎在京形同软禁）。

（２）任命周自齐兼代陆军总长。

（３）贵阳兵变。

１２﹐２０（一一，二三）云南省城及嶍峨等处地震颇烈，伤二千余人。

１２﹐２１（一一，二四）

（１）任张謇为水利局总裁。

（２）驻英公使刘玉麟向英国订立借款十万四千四百镑，收赎京汉铁路。

（３）新疆都督杨增新与承化俄领事订立临时停战条约。

（４）上海民国法政大学被封。

（５）意大利公使斯茀尔呈递国书。

１２﹐２２（一一，二五）

（１）咨询政治会议以救国大计及增修约法程序。

（２）公布修正各部官制通则。

（３）电报督办龙建章与丹麦大北公司、英国大东公司订立１８９６﹐７﹐１１电报合同补

充条款。

（４）前驻华美使柔克义到库伦（２﹐２７离去）。

１２﹐２３（一一，二六）

（１）国务总理熊希龄覆参众两院议员质问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书，谓事关国家治乱，不能

执常例相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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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前云南提督李福兴、滇西镇守使谢汝翼夺回大理，杀提督张文光（１２﹐９？二日后

杨春魁亦战死，大理事平）。

（３）规定蒙古札萨克王公袭封限制。

（４）令各省整顿财政。

（５）定各省官银钱行号监理官章程。

１２﹐２４（一一，二七）

（１）特任张謇为农商总长（农林工商二部合）

。

（２）任命杨度督办汉口建筑商场事宜。

（３）公布盐税条例。

（４）黎元洪通电脱离进步党。

１２﹐２５（一一，二八）派黄开文充同成铁路督办。

１２﹐２６（一一，二九）

（１）任命夏偕复为驻美兼古巴公使。

（２）正式准云南都督蔡锷辞。

１２﹐２８（一二，二）

（１）令整顿司法。

（２）俄使照会外交部要求停止在蒙古之军事行动，不得占领蒙军退出之地。

１２﹐２９（一二，三）

（１）政治会议第一次会议，讨论袁所提出之救国大计及增修约法案。

（２）任命叶恭绰为交通部路政局长仍兼代交通次长，龙建章为交通部邮传局长。

（３）商借法款一万五千万法郎。

１２﹐３０（一二，四）裁撤福建都督（交镇守使接管）。

１２﹐３１（一二，五）

（１）中德高沂济顺铁路换文，允德国以两路优先权。

（２）任命陈箓为驻墨西哥公使，刘式训为驻巴西、秘鲁公使，戴陈霖为驻日斯巴尼亚（即

西班牙）公使并兼驻葡萄牙公使。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１４──中华民国三年甲寅

１﹐１（一二，六）改组邮政，定每省为一邮务区，于省城设邮务管理局（上海另为一区）。

１﹐３（一二，八）

（１）俄外相覆外蒙特使三音诺颜，允给以枪械。计大炮六尊，机关枪四挺，步枪二万支（去

年１２﹐１７之要求。三音诺颜即离俄京）。

（２）章炳麟不满袁世凯，拟出京赴天津，被阻（去年秋来京即被监视于共和党本部）。

１﹐４（一二，九）

（１）任命张锡銮兼奉天民政长。

（２）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

１﹐６（一二，一一）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在上海遇刺死。

１﹐７（一二，一二）

（１）吉林延吉韩人捣毁县署及垦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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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章炳麟请见袁世凯不遂，被幽禁。

（３）任命杨晟为上海观察使。

１﹐８（一二，一三）

（１）定总统俸金月支二万四千元，公费月支四万元，交际费月支四万元。

（２）公布全国水利局官制。

（３）开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赤峰、洮南、龙口、葫芦岛七处为商埠。

１﹐９（一二，一四）

（１）政治会议议决停止现有国会议员职务，并特设造法机关，重订约法。

（２）严禁哥老会。

１﹐１０（一二，一五）令停止国会现有议员职务，宣布解散。

１﹐１１（一二，一六）

（１）政治会议呈覆，请特设造法机关，袁世凯即咨询以该机关应如何组织，用何种名称。

（２）公布所得税条例。

１﹐１２（一二，一七）豫匪白狼陷光山。

１﹐１３（一二，一八）

（１）裁撤川边经略使兼都督事，尹昌衡留京，任命张毅为川边镇守使。

（２）西谟拉中英藏正式会议开始。

（３）公布【公司条例】（９﹐２２复予修正）

、【公司保息条例】。

１﹐１４（一二，一九）

（１）武昌枪杀国民党人耿丹（前曾枪杀祁国钧、汤瀚。１１﹐１６又枪杀张作林）。

（２）豫匪白狼陷潢川。

（３）裁撤稽勋局。

（４）公布公司条例。

１﹐１６（一二，二一）

（１）外交部电驻外各公使，希商该政府取缔乱党煽惑侨民敛钱购械，并驱逐首要，解散会

从。

（２）日本拒受库伦活佛致天皇书（希望建立国交，愿以内蒙铁路租借权给予日本。前此不

久，儿玉曾至库伦，此书系去年１１﹐１７所发）。

（３）袁世凯向政治会议提出祭天祀孔案。

（４）豫匪白狼陷商城。

１﹐１７（一二，二二）

（１）外交部照会各国，说明修订税则理由。

（２）召集财政会议，熊希龄、梁启超、梁士诒、徐恩元、汤叡及洋员莫理逊、古德诺等出

席。

（３）豫匪白狼陷固始。

１﹐１９（一二，二四）

（１）内务部规定保护宗教以有系统、有经典、有历史者为限。

（２）刺宋教仁之要犯应夔丞（桂馨）在京津火车中被军政执法处侦探刺死。

１﹐２１（一二，二六）任命戚扬代理江西民政长（４﹐２９实授，原任汪瑞闿因被控受惩

戒）。

１﹐２３（一二，二八）派朱家宝、杨士琦、李盛铎、汪凤瀛等为高等文官甄别委员会委员。

１﹐２４（一二，二九）

（１）政治会议议决特设【约法会议】（造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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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豫匪白狼陷安徽六安（１﹐２６陷霍山）

。

１﹐２６（一，一）

（１）公布政治会议所议决之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２）任命赵倜督办豫南剿匪事宜。

（３）陈其美自日本抵大连，策划奉天山东讨袁军事（３﹐１７返东京）。

１﹐２７（一，二）

（１）派毕桂芳、陈箓为会议外蒙事件全权专使。

（２）农商部与美国红十字会订立导淮借款合同。

１﹐２９（一，四）政治会议通过祭天祀孔案。

１﹐３１（一，六）英人要求将滇边思茅属艮东土司地方划归英属。

２﹐１（一，七）

（１）任命段芝贵署湖北都督。

（２）公布法律编查会规则。

２﹐２（一，八）

（１）汉口商民反对大冶水泥厂向日三菱公司借款。

（２）前四川都督尹昌衡在北京被拘（有人控其侵吞公款，私通乱党，实为赵尔丰报复）。

２﹐３（一，九）

（１）令停办地方自治会。

（２）任命龙觐光为广惠镇守使兼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

（３）国务院呈请设置清史馆。

２﹐４（一，一０）

（１）交政治会议议决解散省议会案（此案系赵秉钧等各省都督民政长联电声请）。

（２）严禁乱党私立盟会，散布牌记。

（３）孙中山致书南洋同志，谓已在日本成立干部，团结团体齐一意见。

（４）美公使芮恩施函询外交部，有无请英国襄办推广海军之事，及今后聘请美国海军顾问

教练官意见。

２﹐６（一，一二）

（１）停办京师自治会。

（２）裁撤伊犁镇边使，改设镇守使，以杨飞霞任之（原任镇边使广福卒）。

（３）俄使对去年７﹐２２承化寺案向外部提出新要求六款。

２﹐７（一，一三）

（１）规复祭天祀孔典礼。

（２）公布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

２﹐８（一，一四）袁世凯限期一月，扑灭白狼匪患，并命各省加意保护教堂教士。

２﹐９（一，一五）

（１）调周自齐署财政总长（熊希龄辞），朱启钤兼代交通总长。

（２）刘冠雄电外交部，聘用英员教练海军军事作罢。

２﹐１０（一，一六）设法律编纂馆（一作２﹐３）。

２﹐１１（一，一七）

（１）政治会议议决规复文庙。

（２）任命田文烈、高景祺为河南、山东民政长，兼会办军务。

（３）交通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钦渝铁路（自钦州经广西云南到重庆）合同（一作３﹐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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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一，一八）

（１）准熊希龄辞职，以孙宝琦兼代国务总理（湖南都督汤芗铭、安徽都督倪嗣冲反对熊希

龄）。

（２）农商部与美商美孚煤油公司订立合办陕西延长煤油合同。

（３）加入万国邮政会。

２﹐１３（一，一九）任命段祺瑞兼代领河南都督事，出驻信阳，督剿豫匪白狼（张镇芳以

防剿不力去职）。

２﹐１４（一，二０）禁法官加入政党。

２﹐１５（一，二一）

（１）举行第一届县知事考试。

（２）江苏海州兵变。

２﹐１７（一，二三）

（１）中英藏西谟拉会议，英代表麦克马洪主划设内藏、外藏。

（２）外交部驳２﹐６俄使要求。

２﹐１８（一，二四）厦门鼓浪屿英国巡捕拘捕并枪伤华人，商民罢布。

２﹐１９（一，二五）

（１）任命孙宝琦为高等文官甄别会议委员长，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赵秉钧兼署直隶民政

长。

（２）任命汪荣宝为驻比利时公使。

（３）日使山座圆次郎与孙宝琦谈判南浔铁路，及南昌至萍乡，南昌至汉口厦门，南昌至杭

州，福州至三都澳等铁路问题。

２﹐２０（一，二六）

（１）公布崇圣（孔子）典例。

（２）特任章宗祥为司法总长，严修为教育总长（严未到任前以蔡儒楷暂署），准梁启超、

汪大燮辞职。

（３）任命董康署大理院院长。

（４）农商部不承认汉冶萍公司借款。

（５）广州湾商人反对法人抽收华人身税。

２﹐２１（一，二七）驻扎阿尔泰科布多交界之新疆蒙古军队撤退。

２﹐２３（一，二九）

（１）俄使为呼伦贝尔问题向外交部提出要求四项（承认后，呼伦可取消独立）。

（２）第二师王占元部连败豫匪白狼于商城信阳，白西走。

（３）任命董康为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２﹐２５（二，一）

（１）山东乐安人民暴动，戕杀县知事。

（２）任命王式通为约法会议秘书长。

（３）任命江谦为江苏教育司司长（代黄炎培）

。

２﹐２６（二，二）

（１）直隶都督赵秉钧暴卒，年五十岁。

（２）政治会议议决停止议会职务。

２﹐２７（二，三）

（１）任命朱家宝为直隶民政长，兼署都督。

（２）外交部驳覆２﹐６俄使要求，谓与承化寺撤兵事无关（欧战起后，俄兵大部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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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宣布淞沪解严。

２﹐２８（二，四）解散各省省议会。

３﹐１（二，五）正式加入万国邮会，自本年九月一日起，邮局实行罗马章程各条款。

３﹐２（二，六）

（１）公布商人通则。

（２）公布治安警察条例。

３﹐３（二，七）

（１）公布豫戒条例。

（２）收安徽铁路为国有。

（３）公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

３﹐４（二，八）

（１）特派李经羲为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长，蔡锷、姚震、饶汉祥等为会员。

（２）任命熊希龄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

（３）公布觐见条例。

（４）公布制盐特许条例。

３﹐５（二，九）

（１）任命凌福彭督修崇陵未完工程事宜。

（２）第一次县知事考试揭晓（所取多旧官僚，学校出身者大都落第）。

３﹐６（二，一０）

（１）任命张广建为甘肃民政长兼署甘肃都督（赵惟熙辞后，原由张炳华护理）。

（２）公布殖边银行条例。

（３）山西孟县人民因抗税暴动，被击毙四十余人。

３﹐７（二，一一）汉口华警与英国巡捕冲突。

３﹐８（二，一二）豫匪白狼陷湖北老河口，光化县驻军应之。

３﹐９（二，一三）

（１）设置清史馆（赵尔巽为总裁，后改称馆长）。

（２）任命孔庚为陆军第九师师长（３﹐２０命兼晋西镇守使）。

３﹐１１（二，一五）

（１）公布矿业条件。

（２）北京试演飞机（北京至保定）。

（３）广东饶平黄岗兵变。

３﹐１２（二，一六）

（１）公布会计及审计条件。

（２）派颜惠庆前往荷京会议禁烟事宜。

３﹐１３（二，一七）

（１）豫匪白狼陷河南淅川荆紫关，入陕西商州。

（２）命豫鄂陕都督督剿白狼，斥党人与之勾结。

３﹐１４（二，一八）美国教士李佳白在上海尚贤堂讲演，主清帝复辟。

３﹐１５（二，一九）

（１）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开会。

（２）俄国撤退驻直隶军队。

（３）四川垫江红灯教滋事。

（４）云南东川人民抗铲烟苗，肆行焚掠。

３﹐１７（二，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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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俄使为呼伦贝尔问题再向外交部提出七项要求。

（２）赔偿去岁南京商民损失一百五十万元。

（３）奉天都督与日本总领事开恳亲会（以后每月十七日开会一次，定名为【十七日会】）。

（４）任命吴俊升为洮辽镇守使。

（５）任命张鸣岐会办广西军务。

３﹐１８（二，二二）

（１）中英藏西谟拉会议，中国代表陈贻范对英提中藏划界第一次让步案。

（２）约法会议正式开会，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议员为宝熙、袁金铠、齐耀珊、施愚、

马良、庄蕴宽、王揖唐、严复、柯劭忞、王印川、顾鳌、梁士诒、傅增湘、张其锽、李盛铎、

赵惟熙、王树柟、许世英、陈国祥、任可澄、龙建章等，共六十人）。

３﹐１９（二，二三）冯国璋续娶袁世凯之家庭女教师周道如（

砥）。

３﹐２０（二，二四）

（１）袁世凯以增修约法大纲案咨约法会议。

（２）准奉天民政长许世英辞职。

３﹐２１（二，二五）夏重民、朱执信、邓铿等奉孙中山命自日本抵香港，策划讨袁军事。

３﹐２３（二，二七）任命沈金鉴为顺天府尹。

３﹐２４（二，二八）命议恤前清四川总督赵尔丰，并为昭雪（

赵尔巽之请）。

３﹐２５（二，二九）

（１）任命王式通为政治会议秘书长，顾鳌为约法会议秘书长。

（２）四川红灯会及散兵攻陷万县长岭岗。

３﹐２８（三，二）中英藏西谟拉会议，中国代表提出第二次让步案。

３﹐２９（三，三）

（１）徐世昌自青岛到北京（袁世凯曾派王揖唐往青岛促驾）。

（２）安徽匪陷定远。

３﹐３０（三，四）袁世凯嘉勉广东都督龙济光。

３﹐３１（三，五）

（１）交通总长朱启钤、财政总长周自齐与英国中英公司代表签订宁湘铁路借款合同，总额

八百万镑（未发行，仅垫款若干）。

（２）任命汪大燮为平政院长。

（３）任命宗联奎署陕西民政长。

（４）公布民业铁路条例。

（５）公布权度条例。

４﹐１（三，六）

（１）中法实业借款成立，总额一亿五千万法郎。

（２）京奉、京张、京汉、津浦、沪宁五铁路实行联运。

（３）交通部接收川路完毕。

（４）张謇出京南下，农商总长由章宗祥代理。

４﹐２（三，七）

（１）公布报纸条例。

（２）命于平政院附设肃政厅，兼审判纠弹之权。

（３）豫匪白狼陷陕西孝义，拟攻西安。

（４）南浔铁路工竣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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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三，八）

（１）任命庄蕴宽为都肃政史。

（２）召段祺瑞回京，以田文烈署河南都督。

（３）周自齐、蔡廷干、徐恩元晤五国银行团代表。

（４）中英藏西谟拉会议，中国代表提出第三次让步案。

４﹐４（三，九）公布警察章程。

４﹐５（三，一０）公布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及审理诉讼暂行章程。

４﹐７（三，一二）公布交通银行则例。

４﹐９（三，一四）陕军破豫匪白狼于醴泉，白狼西走甘肃。

４﹐１０（三，一五）

（１）浙江象山因查禁烟苗发生骚动。

（２）浙江铁路改归国有。

４﹐１１（三，一六）

（１）俄皇决定以唐努乌梁海为保护区（即派Mintslon前往）。

（２）交通部请嗣后关于借款修路，从缓筹办。

（３）公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及吗啡治罪条例。

４﹐１３（三，一八）

（１）增修约法案审查委员会开会。

（２）伍廷芳等在上海发起【华民请求各债权国允让庚子赔款会】。

４﹐１４（三，一九）

（１）公布新闻条例。

（２）昌黎日兵枪杀华警案解，日道歉赔偿。

（３）新任驻英公使夏偕复呈递国书。

４﹐１６（三，二一）

（１）任命雷震春为京畿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改任第七师师长。

（２）日本大隈重信第二次内阁成立，加藤高明任外务省大臣（

山本内阁辞）。

４﹐１７（三，二二）

（１）中英藏西谟拉会议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提出第一回修正案。

（２）云南临安兵变，占领县城。

４﹐１８（三，二三）任命第七师师长陆建章督办西路剿匪事宜，赵倜为会办（时盛传陆将

任山西都督）。

４﹐２０（三，二五）

（１）黑龙江第一路防营因改编哗变。

（２）毅军统领赵倜败白狼于陕西凤翔。

（３）中英藏西谟拉会议，中国代表提出第四次让步案。

４﹐２１（三，二六）

（１）任命潘矩楹署绥远城将军（张绍曾辞）。

（２）财政部通布二年度预算书。

（３）广东、湖南水灾。

４﹐２２（三，二七）

（１）约法增修大纲提出于约法会议（第一读，４﹐２５二读）。

（２）处前湖南师长赵恒惕四年徒刑（９﹐１３赦免）。

４﹐２４（三，二九）任命王占元帮办湖北军务，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署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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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第二师师长。

４﹐２５（四，一）任命朱启钤督办京都市政事宜。

４﹐２７（四，三）中英藏西谟拉草约成立（陈贻范擅先签署，而后呈报）。

４﹐２８（四，四）

（１）公布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

（２）广西省决议仍以桂林为省会。

４﹐２９（四，五）

（１）增修约法案通过于约法会议（三读，议员庄蕴宽请修正【

大总统揽统治权】一语，议长不付讨论，庄即辞职）

。

（２）广东梅县军讨龙济光，占海阳（旋败溃）

。

４﹐３０（四，六）豫匪白狼攻甘肃泾州。

５﹐１（四，七）

（１）公布中华民国约法（约法会议决议），废止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之临时约法。

（２）布告增修约法经过。

（３）废止国务院官制，设政事堂于总统府。

（４）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

（５）特任孙宝琦、朱启钤、周自齐、段祺瑞、刘冠雄、章宗祥、汤化龙、张謇、梁敦彦为

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总长。

（６）特派戴陈霖往西班牙出席万国邮政会会议。

（７）外交部电令陈贻范不得签字于中英藏西谟拉会议正约，并向英使声明，否认草约有效。

（８）英美德法使馆接外蒙库伦活佛照会，宣布蒙古完全独立，请派代表订约。

５﹐２（四，八）

（１）任命杨士琦为政事室左丞，钱能训为右丞。

（２）任命梁士诒为税务处督办（梁不见信于袁世凯，至是出公府）。

５﹐３（四，九）

（１）公布大总统府政事堂组织令。

为政事堂机要局长，吴廷燮为主计局局长。 （２）任命张一

（３）任命许世英为福建民政长（汪声玲辞）。

（４）赦免去年七月附乱人等。

５﹐４（四，一０）

（１）政事堂成立，裁撤总统府秘书长。

（２）任命施愚为政事室法制局局长，夏寿康为铨叙局局长（５﹐９改为张元奇），袁思亮

为印铸局局长。

（３）命许世英会办福建军务。

（４）豫匪白狼陷甘肃天水（一作４﹐２６）。

５﹐５（四，一一）

（１）公布禁种罂粟条例。

（２）任命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员总裁（原名蒙藏事务局）。

（３）命齐耀琳会办吉林军务。

（４）中日铁路联络交通会议在东京举行。

５﹐７（四，一三）列宁发表【亚洲的觉醒】。

５﹐８（四，一四）公布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组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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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四，一五）

（１）特派荫昌、萨镇冰、王士珍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并以荫昌为侍从武官

长。

（２）任命梁善济为教育次长。

（３）任命蔡儒楷为山东民政长。

（４）中俄在圣彼得堡宣布废止两国边境免税通商。

５﹐１０（四，一六）

（１）章士钊之【甲寅杂志】在东京出版。

（２）胡汉民、居正、朱执信、杨庶堪等之【民国杂志】在东京出版。

（３）任命卢永祥为陆军第十师师长。

５﹐１１（四，一七）孙中山致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赞助民党倒袁世凯，革新中国政治，

中国愿开放全国市场（是日又晤大仓喜八郎）。

５﹐１４（四，二０）

（１）设政治讨论会于政事堂。

（２）布告因财政困难，暂行简缩新政。

（３）任命徐树铮为陆军次长，沈铭昌为内务次长。

（４）任命唐在复为全权代表，会同颜惠庆前往荷京会议禁烟事宜。

（５）奉天、安东人民抗捐。

５﹐１５（四，二一）

（１）中日订立第二次南浔铁路借款二百五十万元。

（２）厦门鼓浪屿交涉案议结。

（３）豫匪白狼陷甘肃岷县。

５﹐１６（四，二二）公布劝业银行条例。

５﹐１７（四，二三）

（１）公布平政院诉讼条例及诉愿条例。

（２）公布蒙藏院官制。

５﹐１９（四，二五）

（１）任命张志潭为归绥民政长。

（２）日本实业家 泽男爵到北京。

５﹐２０（四，二六）

（１）公布地方保卫团条例。

（２）湖南醴陵水灾。

５﹐２２（四，二八）

（１）黑龙江巡防营又哗变。

（２）第二次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５﹐２４闭幕）。

５﹐２３（四，二九）

（１）公布省官制、道官制、县官制。

（２）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观察使为道尹，裁撤各省内务、教育、实业各司、财政司及

国税厅筹备处。

（３）通饬各省，振兴小学。

５﹐２４（四，三０）

（１）公布参政院组织法。

（２）任命周自齐兼盐务署督办，张弧为盐务署长。

（３）上海法租界发生炸弹案，党人张秋白、刘铁等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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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５（五，一）设置国史馆（６﹐１７开馆），王闿运为馆长（４﹐７到京，１２﹐２

８返湘）

。

５﹐２６（五，二）

（１）参政院成立，停止政治会议，黎元洪、汪大燮任参政院正副院长（参政员为陆征祥、

李家驹、吕海寰、梁士诒、赵尔巽、锡良、荫昌、李经羲、熊希龄、梁启超、王家襄、陈国

祥、宝熙、汪荣宝、蒋尊簋、蔡锷、严复、劳乃宣等七十三人）。

（２）特任周树模为平政院院长。

（３）任命张国淦为参政院秘书长，由林长民代理。

（４）任命金永为山西巡按使，李国筠为广东巡按使。

５﹐２８（五，四）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卒。

５﹐２９（五，五）国务卿徐世昌红顶花翎，向宣统贺节。

５﹐３０（五，六）孙中山所委之讨袁军第一路司令蒋中正之机关（在上海闸北）被破获，

陈乔荫等被捕。

５﹐３１（五，七）

（１）取消国税地税名目。

（２）列宁发表【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抨击欧洲国家对袁世凯借款。

６﹐１（五，八）

（１）广东中国银行分行成立，兼办收回广东纸币事宜（粤商反对收回纸币办法）。

（２）绥远包头兵变。

６﹐２（五，九）

（１）公布各省所属道区域表。

（２）豫匪白狼败于甘肃伏羌，分东西两段，白受伤，率东股回走陕西。

６﹐４（五，一一）藏番进占三十九族全部，向昌都进迫。

６﹐５（五，一二）公布官吏犯赃治罪例。

６﹐６（五，一三）英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如中国不正式签字于４﹐２７解决西藏问题，

则不能享受该约所订之利益。

６﹐１０（五，一七）

（１）中德换文，德国获得济顺铁路向西续展与烟潍线、济宁开封线之优先权。

（２）直隶临榆、行唐、永年人民抗税暴动。

（３）留美学生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秉志等发起【科学社】。

６﹐１１（五，一八）

（１）中国银行归财政部辖。

（２）领袖公使朱尔典向外交部提出五项条件，要求收回上海会审公廨。

６﹐１２（五，一九）

（１）令搜捕鲁豫苏境之万佛共和会。

（２）任命叶恭绰为交通次长兼邮政总局局长。

６﹐１３（五，二０）

（１）任命麦信坚为交通次长，詹天佑为粤汉川铁路督办，周炳蔚为会办。

（２）外交部照覆英使，提出解决内外藏境界办法四条。

（３）日本声明对南满东部内蒙地方，向有特殊利益。

６﹐１５（五，二二）

（１）孙中山致书南洋同志，论组织中华革命党之意义。

（２）缉捕廖轰、陈荣廷、何元龙等（５﹐３０革命党上海机关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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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豫匪白狼复东入陕西。

（４）江北雎宿二元会滋事。

６﹐１６（五，二三）

（１）公布审计院编制法。

（２）交通部接收浙江铁路。

６﹐１７（五，二四）

（１）调查东三省国际河流。

（２）东京中日铁路联络会议结束。

（３）调任韩国钧为安徽巡按使，以齐耀琳继任江苏巡按使。

６﹐２０（五，二七）

（１）参政院举行开院礼。

（２）特任丁振铎为审计院院长，徐恩元为副院长。

（３）任命施肇基为驻英公使（代刘玉麟）。

（４）任命陆建章署陕西都督（原任张凤翙入京）。

６﹐２１（五，二八）农商总长张謇回京。

６﹐２２（五，二九）

（１）中日实业公司在农商部注册。

（２）参政院参政张荫棠、劳乃宣辞职，以钱恂、杨度代之。

６﹐２３（闰五，一）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

６﹐２４（闰五，二）

（１）张家口兵变（何宗莲部）。

（２）外交部电驻外各公使，购各国航空规则，以供统率处编定航空规则，取缔中外人民飞

演（传革命党有运飞机事）。

６﹐２５（闰五，三）英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内藏境界须距拉萨三百英里，如中国再不正

式签字于条约，英国即与西藏单独缔约，并援助西藏以抗中国之侵伐。

６﹐２７（闰五，五）前任顺天府尹王治馨以贪赃被勒令交看管（由肃政史夏寿康等纠弹）。

６﹐２８（闰五，六）

（１）划川边特别区域。

（２）革命党人李国柱在湖南郴县举兵讨袁。

６﹐２９（闰五，七）

（１）申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

（２）总统府宪法顾问有贺长雄离北京返日本。

６﹐３０（闰五，八）

（１）裁撤各省都督，于北京建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分驻各省，督理军务；以段祺瑞

为建威上将军，兼管理将军府事务；张勋为定武上将军仍兼长江巡阅使；朱家宝加将军衔，

督理直隶军务；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军务；孟恩远

为镇安左将军，督理吉林军务；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军务；靳云鹏为泰武将军，

督理山东军务；田文烈加将军衔，督理河南军务；阎锡山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冯国

璋为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朱瑞为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李纯为昌武将军，督理

江西军务；倪嗣冲为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汤芗

铭为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陆建章为威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张广建加将军衔，督理

甘肃军务；杨增新加将军衔，督理新疆军务；胡景伊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唐继尧为

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督理广东军务；陆荣廷为宁武将军，督理

广西军务；姜桂题为昭武上将军，兼热河都统，督理热河军务（福建贵州不设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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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任命蔡锷为昭威将军，蒋尊簋为宣威将军，张凤翙为扬威将军。

（３）日本声明他国如于南满东蒙经营铁路，须知照日本。

（４）黄兴离日本赴美国。

７﹐１（闰五，九）

（１）政事堂设礼制馆。

（２）粤桂湘赣水灾。

７﹐２（闰五，一０）

（１）英藏在西谟拉单独订立正式协定，英国承认西藏自治。

（２）派沈瑞麟为奥国皇太子葬礼吊唁专使（奥太子于６﹐２９被刺）。

（３）外交部电驻美公使夏偕复，谓黄兴等七人赴美，希设法阻其登岸（７﹐９再电）。

７﹐３（闰五，一一）

（１）参政院首次会议。

（２）偿辛亥革命时外人损失（八千余万元）。

（３）白狼回河南鲁山（传７﹐５白狼伤卒）。

（４）苏鲁皖等省蝗灾。

７﹐４（闰五，一二）唐努乌梁海接受俄国保护。

７﹐６（闰五，一四）

（１）公布热河道、绥远道、兴和道区域表，改绥远城将军为都统，于热河、绥远、察哈尔

三区域内各设道尹。

（２）中英藏在西谟拉之会议因主张悬隔，停止进行。

７﹐７（闰五，一五）准冯煦、毛庆蕃辞参政职，以高增爵、秦望澜代之。

７﹐８（闰五，一六）

（１）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到者二百余人，孙中山就任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居正

为党务部长，许崇智为军务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张人杰为财务部长，决振刷革命精神，

重申誓约，再造规模。

（２）黄兴离日本赴美国（７﹐１５抵旧金山）

。

（３）山东黄县革命党人张梦九、王魁九等起事（旋败）。

（４）公布奖学基金条例，及学术评定委员会组织令。

７﹐９（闰五，一七）

（１）政事堂设立法制、政治、财政讨论会。

（２）东三省黄天教蔓延。

（３）革命党人李国柱等占湖南嘉禾（旋以湘桂粤军夹攻，失败）。

７﹐１０（闰五，一八）

（１）公布修正各部官制。

（２）任命冯玉祥为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

（３）任命陈炳焜、谭浩明、林绍斐为广西桂林、龙州、桂平镇守使。

（４）美代办马慕瑞向外交部面询聘用英国海军官员等。

７﹐１１（闰五，一九）

（１）福建增设金门县。

（２）通济舰爆炸，死伤数十人。

７﹐１２（闰五，二０）外交部筹备澳门划界事。

７﹐１３（闰五，二一）

（１）湖南郴县革命党人占耒阳、永兴，进攻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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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西安军警冲突，警署被捣毁。

７﹐１４（闰五，二二）

（１）命查缉革命党（黄兴、陈其美等）散放债票、军用票及纸币。

（２）上海法租界扩展（一作４﹐１６）。

７﹐１５（闰五，二三）

（１）任命刘心源、韩国钧、齐耀琳、孟宪彝为湖南、安徽、江苏、吉林巡按使。

（２）黄兴自日本抵旧金山。

７﹐１６（闰五，二四）美代办马慕瑞函外交部，将来如聘他国海军官员，应先与美国商酌。

７﹐１７（闰五，二五）

（１）任命钮传善暂署四川巡按使。

（２）派汤化龙兼学术评定委员会委员长。

（３）外交总长孙宝琦照会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请禁止黄兴再回日本，并拘捕陈其美。

７﹐１８（闰五，二六）

（１）任命李厚基为福建护军使。

（２）锡良、渠本翘辞参政职，以增韫、孟继笙代之。

（３）公布将军府将军行署编制令。

（４）外交部电驻美公使夏偕复，请美外部取缔黄兴在美活动。

７﹐１９（闰五，二七）公布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业注册规则及公司

注册则例。

７﹐２０（闰五，二八）

（１）公布行政诉讼法、纠弹法、诉愿法。

（２）范旭东（锐）之【久大盐业公司】在天津成立。

７﹐２２（闰五，三０）外交部覆６﹐１１英使照会，对所提收回上海公廨条件提出修正。

７﹐２３（六，一）

（１）日本以日置益为驻华公使。

（２）外交部覆美代办马慕瑞，聘用英国海军官事暂从缓议，将来聘用时，当视情形酌行。

７﹐２４（六，二）任命刘显治为云南巡按使。

７﹐２５（六，三）

（１）周自齐、梁敦彦与英国宝林公司正式签订沙兴铁路（沙市至兴义）合同，总额一千万

镑（未发行）。

（２）日本撤退１９１１年派驻京津军队。

７﹐２７（六，五）驻京奥使以奥塞绝交，照会外交部。

７﹐２８（六，六）

（１）公布文官官秩令，分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

士九秩。

（２）湖南省军复耒阳、永兴。

（３）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

７﹐２９（六，七）孙中山致书南洋洪门同志，论中华革命党以服从党魁命令为唯一条件。

７﹐３０（六，八）公布徒刑改遣条例（恢复流刑制度）。

７﹐３１（六，九）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中国决定于９﹐１加入万国邮政会，请撤销各国

在华所设邮政局。

８﹐１（六，一０）

（１）特任董康为大理院院长。

（２）青岛德国总督宣布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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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六，一一）日本外务省宣称，准备于必要时履行英日同盟之义务。

８﹐３（六，一二）

（１）查禁革命党人张继、李烈钧、居正、张人杰等所设之【人权急进社】。

（２）公布民国三年内国公债条例。

（３）以欧战爆发，外交部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英法俄德日等租借地交战。

（４）外交部电驻美公使夏偕复，请询美政府是否有意出面限制战区。

８﹐４（六，一三）

（１）英国照会日本，如英德战争波及远东，盼日本援助威海卫香港。

（２）日本声明如英国投入战争，日本以协约关系，将采必要措施。

８﹐５（六，一四）

（１）豫匪白朗（狼）为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张治功部）在河南鲁山大营击平。

（２）任命商德全署天津镇守使。

８﹐６（六，一五）

（１）以欧战扩大，公布局外中立条规。

（２）外交部分向日美询问，盼共同劝告交战国限制战区，勿及远东。

８﹐７（六，一六）

（１）美国务院赞同在华租界及租借地中立。

（２）英国照会日本，仅希望日本舰队消灭德国武装船只，以保护远东自由贸易。

（３）日本临时阁议，决参加对德战争。

（４）任命李和为海军次长。

（５）任命张子贞为云南陆军第一师师长，施从滨、吴庆桐、张敬尧、伍祥桢、刘询、王金

镜、唐天喜、徐占凤为陆军第一至第八混成旅旅长，郑士琦为陆军第五师第十旅旅长。

８﹐８（六，一七）

（１）日本拒绝中国限制战区之建议。

（２）日军舰出现于青岛附近。

（３）限制各省举借内外债。

（４）英美等国公使抗议内地征收洋货厘金。

（５）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并由首相大隈重信召开元老大臣会议决定参加对德战争。

８﹐９（六，一八）

（１）曹汝霖告日代使小幡酉吉，如日本对亡命乱党断然处置，使退离日本，愿以许可日军

登陆青岛为交换条件。

（２）英要求日本于采取行动之前，先行知照。

（３）以剿平白狼，特任赵倜为宏威将军，刘镇华开复原官，授为中将，勋五位，张治功授

少将（赵与刘争功，谓刘报告不实，８﹐１２又将原令取消）。

８﹐１０（六，一九）

（１）日代办小幡酉吉质问外部，限制战区之事何以不先商之日本。

（２）日本通知英国，谓日本参战，并不威胁中国，无损英国贸易。

（３）英国通知日本，取消８﹐７之通知。

（４）任命任可澄为云南巡按使（原由唐继尧兼署）。

（５）任命张文生为徐海镇守使。

８﹐１１（六，二０）

（１）外交部分电驻日美公使取消限制战区建议。

（２）美对英德表示，希望维持中国现状。

（３）设立中立办事处，由政事堂、统率处、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交通部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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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任命齐燮元代理陆军第六师第十一旅旅长。

８﹐１２（六，二一）

（１）各国承认中国中立。

（２）山东将军靳云鹏电请收回青岛及胶济铁路。

（３）英对日表示，如能限制战区，即同意日本参战。

（４）驻日德使照会日外务省，如日本中立，德国东亚舰队决不对英攻击。

（５）日本代办小幡酉吉照会外交部，要求修筑南昌至杭州，九江至武昌铁路。

（６）日本海军动员。

（７）川边军击败藏番。

８﹐１３（六，二二）

（１）日本使馆向外交部抗议，中国先与美国商洽限制战区问题。

（２）日本向英保证限制战区，但不允于宣战书内声明（英同意）。

（３）俄使照会外交部定期会议外蒙问题。

（４）任命蔡成勋署陆军第一师师长。

８﹐１５（六，二四）

（１）日本向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军舰退出日本中国海面，并于９﹐１５前将青岛交与

日本，限８﹐２３正午以前答复。

（２）日本通告中国，如德不允接受其条件，即开战，请信任日政府，如中国发生内乱，愿

助中国平定。

（３）日本向美国声明德国须无条件交出青岛，以便最后归还中国，并表示对中国无土地野

心，愿与美合作。

（４）外交部向德使馆试探收回青岛及胶济铁路，日代办小幡即向外部质问。

（５）美国欧伯林大学中国留学生创立【勤学会】（时袁世凯裁留学生公费，学生设此会谋

自助，意里诺大学留学生应之，１９１６﹐８﹐１５改为【中国学生工读会】）。

８﹐１６（六，二五）

（１）德国代办马尔参向外交部表示愿交还青岛及胶济铁路。

（２）外交部参事顾维钧访英使朱尔典，谈日军进攻青岛事。朱劝勿争虚名，即令德国交还

青岛，他国亦不承认。

（３）褫前川边经略使四川都督尹昌衡军职荣典。

８﹐１７（六，二六）

（１）英国宣布，日本军事行动将不越出中国海至太平洋，除东亚大陆之德国占领地外，亦

不侵犯任何外国领土。

（２）日本在奉天郑家屯与中国警察冲突，日本派兵前往。

８﹐１８（六，二七）

（１）外交部电驻德公使颜惠庆，商劝德国交还胶州湾（８﹐１９德拒）。

（２）日本代办小幡酉吉警告外交部，勿与德国暗洽收回胶州湾事（一作８﹐１６）。

（３）日本首相大隈声称日本参战为消除德国在华势力，毫无扩张领土之意。

（４）英日声明保护远东共同利益，尤注意于中国之独立与完整。

（５）参政院提出总统选举法修正案。

（６）革命党人攻江苏南通，不克。

８﹐１９（六，二八）

（１）派兵保护北京各国使馆（欧战国家驻兵减撤）。

（２）北京德国使馆向外交部表示，愿直接交还胶州湾。

（３）外交部参事顾维钧再访朱尔典，朱劝中国不宜再强调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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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外交总长梁敦彦密告美使馆代办马慕瑞，日方谓日德事与中国无关，中国应严守中立，

如中国发生内乱，日英即予平定，梁并建议由美向英德商洽将青岛转让美国后，立即交还中

国（８﹐２０美国务院拒绝）。

（５）美照复日本，满意其８﹐１５声明，并盼勿单独采取干涉中国内政行动。

（６）设立各省中立分处。

８﹐２０（六，二九）

（１）日代办照会外部，胶州事件与中国无关，请守中立。

（２）德代办照会外部，请禁止外兵经过中国领土。

（３）调陆军第十师自北京北苑开往济南。

８﹐２１（七，一）日本朝日新闻刊载所谓中日新议定书（布露日本奴役中国之野心，８﹐

２６北京各报转载之）。

８﹐２２（七，二）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论主中日应照日韩先例缔结协议。

８﹐２３（七，三）

（１）日本对德宣战，与英舰共攻青岛。

（２）外交部向德使抗议德国在青岛海陆军之设备。

（３）中华革命党通告党员个人不得自由行动。

８﹐２４（七，四）

（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再向美人声明无对华野心。

（２）交通部许英商享有建筑南昌潮州铁路之优先权。

８﹐２５（七，五）

（１）日英联军封锁青岛。

（２）新任日本公使日置益呈递国书（８﹐１９到京），当日请日本外相以要求中国承认旅

顺大连租期再延长九十九年，准许日人在南满东蒙自由居住营业，由日本借款建造九江至武

昌，南昌至杭州铁路作为使中国革命党人离日本之交换条件（日外相命从缓）。

（３）孙中山连日与日人犬养毅、头山满商讨袁时机，犬养等认为不宜。

８﹐２６（七，六）

（１）英国通告日本，注意中国主权领土完整，除占领德在东亚大陆外，不得超出任何外国

领土。

（２）日本【新支那】报东京通讯谓日本将对中国要求缔结一种协约。

（３）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建议向中国提出关东州租借地，南满铁路，

安奉铁路，南满、东蒙问题及长江以南铁路交涉，并保证日后将胶州湾归还中国，放逐在日

本之革命党人（８﹐２７加藤电令暂勿向中国提出）。

（４）日奥绝交（奥舰一艘在青岛与德共同对日作战）。

（５）筹备山东中立。

８﹐２８（七，八）

（１）美国通知日本，不得在中国拓张领土，重提门户开放主义。

（２）允日本要求，撤退山东莱州驻军。

８﹐２９（七，九）

（１）日使要求允日军在中立地上岸。

（２）外交部抗议日本派兵驻扎郑家屯。

８﹐３１（七，一一）

（１）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请尊重胶澳及其附近地区中国官民财产。

（２）前清学部副大臣刘廷琛致书徐世昌，主复辟。

（３）袁世凯封永溥为辅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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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七，一二）

（１）日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说明日本对华无领土企图，仅欲保全东亚和平。

（２）中华革命党通告同志，说明成立经过，命填写誓约，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是年

秋，黄兴、李烈钧、熊克武、钮永建、程潜、林虎、陈炯明、邹鲁、陈独秀、方声涛、李根

源、张耀曾、杨永泰、沈钧儒、张炽章、殷汝耕、谷锺秀、徐溥霖等别组欧事研究会）。

（３）海军部规定领海防守区。

（４）清史馆开馆。

９﹐２（七，一三）

（１）日军万人在山东龙口等处登岸，强占房屋，掠取物品，驱逐居民。

（２）奉天双山镇改设县治。

９﹐３（七，一四）

（１）德使抗议日军在龙口登岸。

（２）外部照会各公使，以山东龙口莱州及接连胶州湾附近各地为各交战国行军区域。

（３）日本关东军勒令革命党人陈其美居正等离大连及南满铁路附属地区。

９﹐４（七，一五）德奥公使抗议推广山东战区（谓战区宣布在日军上岸之后）。

９﹐５（七，一六）外交部照会各交战国保护胶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

９﹐６（七，一七）

（１）日军侵入莱州。

（２）任命黄国梁、孔庚、董崇仁为陆军第十二、十三、十四混成旅旅长。

９﹐８（七，一九）

（１）中俄蒙古代表在恰克图会议蒙事。

（２）革命党人在奉天本溪起事。

９﹐９（七，二０）

（１）陆宗舆照会日外务省，要求放逐居留日本之中国革命党，以示互助之意。

（２）外部驳覆德奥公使对于扩张战区之抗议。

（３）任命许兰州署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

９﹐１０（七，二一）

（１）日军占领山东平度，拘捕县知事，强征牛畜粮食，枪杀人民。

（２）宣布战时禁制品运输取缔办法。

（３） 恤戊戌六君子。

９﹐１１（七，二二）俄蒙订立铁路协定。

９﹐１２（七，二三）

（１）日军占领即墨。

（２）公布商会法。

（３）任命宝德全为河南归德镇守使。

９﹐１３（七，二四）特赦前湖南陆军第十六旅旅长赵恒惕、前湖南第三区守备司令官陈复

初等三等有期徒刑（黎元洪之请）。

９﹐１４（七，二五）

（１）驻京德使再抗议扩张战区。

（２）改河南陆军第一师为陆军第九师，以张锡元为师长，成慎、柴得贵分任旅长。

９﹐１５（七，二六）

（１）以日军在山东发行纸币，毁伤米稻，虐待居民，外交部向日使提出交涉。

（２）驻美公使夏偕复与美国签定【解纷免战条约】。

（３）任命王怀庆为冀南镇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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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６（七，二七）袁世凯生辰，大行祝贺。

９﹐１７（七，二八）甘肃巡按使张广建等于祝寿呈文，附有方物，严加申斥，如有借祝寿

为名，意存尝试者，以违令论。

９﹐１８（七，二九）

（１）日军在山东劳山湾上岸。

（２）改驻陕西之陆军第七师为第十五、第十六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分任旅长。

９﹐１９（七，三０）

（１）任命李长泰为陆军第八师师长（原任王汝贤辞）。

（２）湖北旱灾。

９﹐２０（八，一）

（１）日军逐龙口中国税关人员。

（２）奉天省向日商借款一百五十万日元。

（３）授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

（４）川边乡城兵变。

（５）孙中山在东京召开革命方略讨论会。

９﹐２１（八，二）

（１）中德商定胶济路线归中国保管。

（２）日军在山东平度继续强征食用各物，枪杀人民。

（３）农商部准日本商人在江西余干进贤采矿。

（４）中英汉口商场借款成立，共一千万镑（一作９﹐７）。

（５）外交部再答德使抗议。

９﹐２２（八，三）拨银二万元，赈恤自欧回国之闽省华工。

９﹐２３（八，四）英军在山东劳山湾登岸，助日军攻青岛。

９﹐２４（八，五）

（１）日本元老会议，决定向内阁建议今后外交方针（胶州湾善后，山东铁路，满蒙铁路，

长江权益等）。

（２）派齐耀琳督办淮南垦务。

（３）公布红十字会条例。

９﹐２５（八，六）

（１）日军侵占山东潍县车站，捕捉华人，并伤路工。

（２）公布祀孔令。

（３）革命党人程家柽在北京被杀（程因９﹐１７撰【袁世凯皇帝之梦】被捕）。

９﹐２６（八，七）

（１）外交部向日使抗议日兵侵占潍县车站事。

（２）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禁外人游历交战区域。

（３）外交部允予法国以广西筑路采矿优先权。

（４）日军猛攻青岛（德守军约四千人）。

９﹐２７（八，八）

（１）外交部再向日使抗议日军侵占潍县车站。

（２）德使向外交部抗议日军侵占潍县车站。

（３）任命张元奇为奉天巡按使。

９﹐２８（八，九）

（１）日使覆外交部，谓胶济铁路系德国产业，将按站占领。

（２）令征集有关清史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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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９（八，一０）外部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切实交涉日军侵占胶济铁路事。

９﹐３０（八，一一）

（１）外交部驳日使谓胶济铁路系中德商办产业。

（２）俄蒙在恰克图订立电线、铁路两协定（俄国获得蒙古之电线权及依俄制建筑铁路权。

此与１２﹐１２条约似系一事）。

１０﹐１（八，一二）

（１）外交部照会日德使，要求军队不得占领电局，检查邮件，劫拿库银，逮捕华人，胁其

充兵。

（２）交通总长梁敦彦访美使芮恩施，盼美商同英国阻止日本扩大山东战区。

１０﹐２（八，一三）

（１）日使覆外部，谓胶济铁路乃青岛租借地不能判分之一部分（中国再抗议）。

（２）外交部照会英美公使，请设法阻止日军扩大行军区域（是日袁世凯复以此意面告美使）。

（３）查禁排斥友邦之学教科书。

（４）公布审计院会计法。

１０﹐４（八，一五）

（１）德国允将胶济铁路让交中国接管，候战后解决（日反对）。

（２）交通部与俄使订齐齐哈尔至瑷珲铁路合同。

（３）公布地方区域表。

１０﹐５（八，一六）

（１）日军侵占青州车站，飞机在青岛侦察投弹。

（２）日使再覆外交部抗议，谓凡德人在东方所有之权利，日本均可以兵力攻得。

（３）参政院为日军侵占胶济铁路事，全体通过向政府提出质询，并请向日英抗议（参政梁

启超提议，蔡锷、徐绍桢、赵惟熙、王揖唐附议，蔡锷主质询政府对于军事财政准备及所作

决定）。

１０﹐６（八，一七）

（１）日军侵占济南车站。

（２）日军侵占黉山煤矿。

１０﹐７（八，一八）

（１）外交部为日军侵占胶济铁路沿线，再向日使抗议，谓日侵犯中国中立，已达极点。

（２）任命李经羲为审计院院长。

（３）任命吕调元为陕西巡按使，段书云为湖北巡按使。

（４）黄兴自旧金山抵纽约。

１０﹐８（八，一九）日使覆外部，谓日政府对于山东胶济铁路有管理必要，占领济南车站

乃军事预定计划。

１０﹐９（八，二０）外交部再向日使抗议侵占济南车站（仍不得要领）。

１０﹐１０（八，二一）

（１）外交部向英使抗议日军占据胶济铁路。

（２）日军侵占山东博山煤矿。

（３）俄国撤退１９１１年派驻汉口军队。

（４）北京举行阅兵典礼。

（５）浙江匪陷东阳。

１０﹐１１（八，二二）

（１）英使照覆外交部，谓日军占据胶济铁路，乃正当防卫。

（２）试办新华信托储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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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５（八，二六）

（１）减轻出洋茶税。

（２）任命张敬尧为第七师师长（由第三混成旅扩编，张自兼第十三旅旅长，吴新田为第十

四旅旅长）

。

１０﹐１６（八，二七）各省将军以日军侵占济南车站，电请政府严切交涉，即行撤退，倘

再有意外行动，惟有最后对待（袁世凯覆令镇静以侍）。

１０﹐１７（八，二八）青岛德国鱼雷驱逐舰击沉日本巡洋舰【

高千穗】号，舰长以下官兵二百七十一人死亡（中日战争时日本旗舰，日俄战时，曾参加旅

顺之役）。

１０﹐１８（八，二九）青岛德国鱼雷驱逐舰一艘突围触礁，官兵被中国收容，船被日本夺

去。

１０﹐１９（九，一）

（１）外交部为日军司令在平度出示威胁华人，向日使抗议。

（２）日本加入本年九月五日之英俄法伦敦协定。

１０﹐２０（九，二）

（１）交通部向美国培斯尔漠钢厂借款二百万元。

（２）中俄蒙古恰克图会议，争论颇烈。

１０﹐２１（九，三）

（１）京兆尹王治馨因赃案（五百元）判处死刑（次日枪决，据云对刺宋教仁案出言不慎，

杀之所以灭口）。

（２）潍县日军侵入华军警戒线。

（３）智利国请互派公使。

１０﹐２２（九，四）

（１）杭州破获革命党人机关，捕二十余人，均处死刑。

（２）广东赌禁复开。

１０﹐２３（九，五）

（１）日本在济南设立领事署。

（２）模范团成立于北京，袁世凯自兼团长，陈光远为团副，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为办

事员（袁世凯拟于北洋军之外，别立模范军，训练半年毕业后编组第十一、第十二师。第二

期团长为袁克定，陆锦为副团长，毕业后编组第九师）。

１０﹐２４（九，六）任命李进才为拱卫军总司令官。

１０﹐２５（九，七）

（１）山东当局与日本订立胶济路临时条约。

（２）日使声明建筑龙口等处轻便铁道。

（３）前西藏办事长官锺颖受控被逮。

１０﹐２７（九，九）

（１）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给文凭。

（２）公布立法院组织法及议员选举法。

１０﹐２８（九，一０）长沙、杭州、广州破获革命党机关（长沙捕获三十余人，杭州三人，

广州二人）。

１０﹐２９（九，一一）日本黑龙会内田良平向日内阁及元老提出所谓【对华问题解决书】。

１０﹐３１（九，一三）

（１）劳乃宣之刊行其【正续共和解】，主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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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军开始向青岛总攻击。

（３）任命顾鳌兼筹备立法院事务局局长。

１１﹐３（九，一六）

（１）公布森林法。

（２）革命党人起事于广东博罗（邓铿主之），败绩。

（３）湖北大冶破获哥老会机关。

（４）任命孙烈臣、张海鹏、汲金纯为驻奉天陆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师旅长，刘曜龙为驻

湖北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１１﹐７（九，二０）

（１）日军司令神尾光臣攻陷青岛，俘德军二千三百人，德总督华德克降。

（２）政府议筑长城外铁路。

１１﹐９（九，二二）

（１）广东革命党人（朱执信）攻佛山（１１﹐１３失败）。运动虎门驻军之陶铸伦被扣。

（２）广州发现炸弹（伤毙三十余名）。

（３）河南代表与英国福公司在北京订立矿务合同。

１１﹐１０（九，二三）

（１）日本阁议决定对华交涉案（二十一条要求）。

（２）德人让渡青岛与日本。

（３）以江浙革命党人谋乱，增调北军赴上海（冯国璋电请）。

１１﹐１１（九，二四）宣示军人训条十条（效命国家，忠事元首）。

１１﹐１２（九，二五）

（１）日公使日置益奉召返国。

（２）陕西延长油井开工。

１１﹐１３（九，二六）

（１）肃政史夏寿康等呈请严行查禁改变国体，还政清室之论说，并移知清室，杜微绝嫌。

奉批交内务部查办。

（２）任命龙建章署贵州巡按使（代戴戡）。

（３）任命谭学衡督办广东治河事宜。

１１﹐１４（九，二七）

（１）革命党人（朱贞文）攻占广东电白（１１﹐１７败走）。

（２）任命张国淦为参政，林长民为参政院秘书长。

１１﹐１５（九，二八）外交部照会日使，要求青岛关局仍归中国管理。

１１﹐１６（九，二九）

（１）日本正式接管青岛。

（２）命礼制馆议关岳祀典。

１１﹐１７（一０，一）

（１）外交部电令陆宗舆要求胶济路日军退入胶州租借地。

（２）北京步兵统领拘传倡议复辟之国史馆协修宋育仁，解回四川原籍（１１﹐３０由京起

解）。

（３）上海漆匠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１１﹐１８（一０，二）

（１）日外相加藤高明访元老山县有朋，征询１１﹐１０阁议通过之对华交涉案意见（１１

﹐２３访井上馨，１１﹐２９访松方正义）。

（２）濮阳黄河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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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９（一０，三）任命周文炳、齐燮元为陆军第六师第十一、十二旅旅长。

１１﹐２０（一０，四）

（１）设立武庙，关岳合祀。

（２）上海水木锯三帮工匠要求增加工资。

（３）贵州咸宁毕节匪乱。

１１﹐２１（一０，五）移山东灾民赴黑龙江垦殖。

１１﹐２３（一０，七）申令严禁倡归政清廷之说。

１１﹐２４（一０，八）长沙破获旅长赵荣等之新同盟会。（谋第三次革命）。

１１﹐２５（一０，九）

（１）外蒙古与俄国订立借款条约，额数为三百万卢布。

（２）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

１１﹐２７（一０，一一）清内务府覆内务部，谓变更国体纯系谣传，请杜渐防微。

１１﹐２８（一０，一二）日本于济南设领事馆（原由天津日本总领事馆派员管理）。

１１﹐３０（一０，一四）热河增设经棚县。

１２﹐１（一０，一五）四川达县兵变。

１２﹐２（一０，一六）日本天皇裁可１１﹐１０阁议通过之对华交涉案。

１２﹐３（一０，一七）

（１）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以二十一条要求全文交日置益，令相机向中国政府提出（１２﹐４

日置离东京，取道青岛济南返北京）。

（２）英俄缔结东清铁道附属地内行政权协约。

１２﹐４（一０，一八）公布出版法。

１２﹐６（一０，二０）山东绅民组织东亚和平维持会。

１２﹐７（一０，二一）撤退山东战线区域驻兵，并请日兵同时撤退。

１２﹐８（一０，二二）

（１）邓泽如在槟榔屿劝陈炯明、李烈钧加入中华革命党，未遂。

（２）江西万年、河南夏邑县城为匪所破。

（３）德东亚舰队在 Palkland岛为英海军消灭。

１２﹐１０（一０，二四）

（１）日本拒绝中国改派青岛税务司。

（２）中俄恰克图会议，俄使取消已议条文。

（３）准以道尹兼各县审判上诉机关。

１２﹐１２（一０，二六）

（１）俄使与外蒙代表私订铁路电线条约（或作１２﹐６，此据陈箓所记）。

（２）云南永平县兵变。

１２﹐１３（一０，二七）

（１）日外相加藤电令驻华代办小幡酉吉安排日置益晋见袁世凯日期。

（２）外交部编光绪宣统条约。

（３）任命刘承恩帮办陕西军务。

１２﹐１４（一０，二八）

（１）日本代办小幡强荐青岛海关税务司等人员。

（２）四川长寿匪乱。

１２﹐１５（一０，二九）日使日置益自东京经山东回抵北京（

即召集使馆人员会商对华要求）。

１２﹐１７（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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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俄使覆外交部，谓蒙古有自主权，俄蒙订约无通告中国必要（外部再抗议）。

（２）命广东军警防缉革命党。

１２﹐１８（一一，二）

（１）日本实业视察团来中国。

（２）日本在山东高密架设电线。

１２﹐１９（一一，三）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通告海外党员，非有总理孙中山之委任，不得交

款。

１２﹐２０（一一，四）

（１）令举行祀天典礼（１２﹐２３于天坛举行）。

（２）福建归化兵变。

１２﹐２１（一一，五）

（１）青岛商船进口。

（２）公布扩充民国三年内国公债债额条例。

１２﹐２４（一一，八）

（１）上海道尹兼交涉员组上诉法庭，英领反对。

（２）天津造币总厂开铸新银元（袁世凯像）。

１２﹐２６（一一，一０）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与清皇室订善后办法七条（因有复辟之

谣）。

１２﹐２７（一一，一一）准币制局归并财政部。总裁梁启超辞职，并裁撤币制局（梁以计

划不能实现，已屡请辞）。

１２﹐２８（一一，一二）

（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期满闭会（六个月）。

（２）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

（３）日本在青岛税关施行临时规则。

（４）德使再抗议胶济铁路损失。

１２﹐２９（一一，一三）

（１）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公使日置益商取消战区，并令陆宗舆正式通知日外务省。

（２）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由大总统推荐三人为候选人。

１２﹐３０（一一，一四）

（１）日外务次官松井语陆宗舆，战区须双方商妥后方能取消。

（２）英使朱尔典劝告曹汝霖，对取消战区，须谨慎将事。

１２﹐３１（一一，一五）北京日使馆书记官小幡酉吉携对华要求修正案回东京。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１５───中华民国四年乙卯

１﹐１（一一，一六）

（１）授徐世昌为上卿，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杨士琦、钱能训、孙宝琦、朱启钤、周

自齐、张謇、梁士诒、熊希龄等为中卿，章宗祥、汤化龙、董康、庄蕴宽、梁启超、杨度、

孙毓筠等为少卿。

（２）科学社之【科学】杂志创刊（任鸿隽等主之）。

（３）吴淞广州无线电报开始接受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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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公布附乱自首特赦令。

（５）福建金门县设治。

１﹐２（一一，一七）清皇室裁慎刑司。

１﹐４（一一，一九）

（１）北京日使馆书记官小幡酉吉晤外相加藤高明，商对华要求修正案（加藤仍采原议）。

（２）驻美公使夏偕复报告与美国签定解纷（仲裁）条约。

１﹐５（一一，二０）

（１）以忠孝节义为立国精神，订施行办法。

（２）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

（３）国民党人锺荣光、谢英伯之【民气周报】

在纽约发刊，鼓吹讨袁世凯。

１﹐６（一一，二一）公布权度法。

１﹐７（一一，二二）外交部照会英日公使，取消前所划定山东特别行军区域。

１﹐８（一一，二三）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电令日置益尽速照二十一条原案向袁世凯进行

交涉。

１﹐９（一一，二四）

（１）日使照覆外部认中国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域为未当，日军不受影响与约束。

（２）前重庆都督四川民政长张培爵在天津被捕（培爵组织志城团及讨袁同盟，３﹐５被杀）。

（３）任命杨度为国史馆副馆长（王闿运离京不返）。

（４）参政院参政地理学家杨守敬卒于北京，年七十七岁（１８３９至１９１５）。

１﹐１０（一一，二五）

（１）俄使库朋斯基密告梁士诒，德拟联日，中国应预防日本自由行动。

（２）蒙古与俄国订立银行条约。

（３）南浔铁路竣工（２﹐３通车）。

（４）禁县知事入政党。

（５）川边兵变，占乡城。

１﹐１１（一一，二六）日外相加藤高明对日置益发出最后训令。

１﹐１３（一一，二八）

（１）模范团第一期团员在关岳庙宣誓，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代表袁世凯监誓。

（２）任命黎天才为湖北襄郧镇守使。

（３）奉天新民人民反对清丈，暴动。

１﹐１６（一二，二）

（１）外交部覆日使，中国有单独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域之权。

（２）北京日使馆书记官小幡酉吉离东京返任所（１﹐２３到北京）。

（３）特任蔡锷督办经界局事务。

１﹐１８（一二，四）

（１）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共五号），并请保守秘密。

（２）袁世凯召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陆军总长段祺瑞、税务督办

梁士诒等商日本要求（１﹐１９至２１复连续会议）。

１﹐１９（一二，五）

（１）袁世凯告日人阪西利八郎，斥日本对华要求。

（２）曹汝霖告日置益，日本要求难以承受，日置表示期其必成。

１﹐２０（一二，六）

（１）日使日置益正式向外交部致送二十一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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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外交部电驻日公使陆宗舆，告以日本要求内容，及政府为难情形。

（３）梁启超主持之【大中华】杂志在上海创刊（１９１６﹐９﹐２０停刊）。

１﹐２１（一二，七）陆宗舆电外交部，日本所提条件蓄意已久，决非口舌所能解决，惟有

推诚相商，又称日本宣传中德联盟，德助华练兵。

１﹐２２（一二，八）

（１）美使芮恩施得知二十一条大概。

（２）日驻英大使井上以二十一条（一至四号）

通知英外部。

（３）陆宗舆电外交部已向英俄声辩中国并无联德之事。

（４）日本时事新报论【日华两国之亲善】，谓不许以日本土地为革命党之策源地（１﹐２

９顺天时报译载）。

（５）北京报纸刊出日本要求消息。

１﹐２３（一二，九）

（１）陆宗舆电外交部，对日交涉至不得已时，始请第三国说话。

（２）外交部电陆宗舆，中德并无交好之事，联盟之说，更属谣传。

（３）日本使馆参事小幡酉吉自东京返抵北京。

１﹐２４（一二，一０）

（１）美使芮恩施电国务院，日本对华要求危及中国独立及西方国家之机会均等。

（２）英法俄三使访日置益，探询对华要求内容。

（３）陆宗舆电请袁世凯严诫左右少与德使馆往来。

１﹐２５（一二，一一）

（１）美国务院商讨中日问题，认为日本行动违反门户开放主义。

（２）陆宗舆电袁世凯，不可决裂，宜通情英美。

（３）日外相加藤高明电令日置益警告中国政府不可泄露条件内容。

（４）外交部电告驻外使馆，否认中德联盟。

（５）新任德国驻华公使辛慈呈递国书。

（６）曹汝霖赴日使馆，商中日会议事。

１﹐２６（一二，一二）日外相加藤高明电令日置益迅速解决中日交涉，并要求中国政府对

全部条款作原则上之诺否表示。

１﹐２７（一二，一三）

（１）调孙宝琦为审计院长，以陆征祥为外交总长（孙原拟请假二星期）。

（２）美使芮恩施向国务卿白莱安建议，要求中国将二十一条通知美国，美应与英取得谅解。

（３）日本对英美否认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４）美国总统威尔逊函国务院，注意日本目前在华地位及意向。

（５）驻俄公使刘镜人电外交部，德使表示将与日本联盟。

（６）善后借款停止四省（直、鲁、豫、苏）保息。

（７）陕西宜君开办石油。

１﹐２８（一二，一四）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到部。

１﹐２９（一二，一五）

（１）陆征祥拜会外交团。

（２）各省将军冯国璋等联电反对日本要求。

（３）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筹备处成立。

１﹐３０（一二，一六）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沈秉 为中卿。

１﹐３１（一二，一七）日置益为报纸刊载日本对华要求消息，向曹汝霖警告（１﹐２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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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警告）。

２﹐１（一二，一八）

（１）中华革命党通告党员，预防袁世凯之离间手段，及不宣誓入党之旧党员对孙中山之诋

评。

（２）袁世凯于总统府设翊卫处。

（３）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发火，死四百九十九人。

２﹐２（一二，一九）

（１）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开始会议二十一条问题。

（２）政事堂通告严禁外交人员及各部院录事泄露中日交涉消息。

２﹐３（一二，二０）

（１）日外相加藤告陆宗舆，第一至第四号各条，谓系最低限度要求，盼袁世凯与日本相结，

并为自身考虑，以安定国内秩序。

（２）日外务省否认有侵害中国领土完整及外国在华权利之要求（２﹐６大隈复面告美大使

Guthrie）。
（３）梁启超论中日交涉，谓日人若为解决悬案，政府应开诚布公谈判，不妨稍屈己见，若

属新要求，则无谈判余地（本日京报刊出）。

２﹐４（一二，二一）

（１）日本以二十一条（一至四号）通知法俄。

（２）参政院第二届开院会。

２﹐５（一二，二二）

（１）中日二次会议，日使责问消息外泄。陆征祥允商第一、第二两号。

（２）外交部派员赴广东勘澳门界。

２﹐８（一二，二五）

（１）日本以二十一条（一至四号）通知美国务院。

（２）美总统函芮恩施，对中日谈判暂不干涉。

（３）日置益访陆征祥声称日本决贯彻其要求条款，盼以诚意进行谈判。

（４）任命孟宪彝为吉林巡按使。

２﹐９（一二，二六）

（１）曹汝霖告日置益，除第一、第二号外，并允商第三、第四号（２﹐１０又访日置，请

早日开议）

。

（２）日外相加藤答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除第一至第四号外，尚有其它项目。

２﹐１０（一二，二七）英以日本未将二十一条第五号见告，表示遗憾。

２﹐１１（一二，二八）

（１）曹汝霖告小幡酉吉，拒绝商谈第五号。

（２）日使日置益以二十一条之第一号及第二、三、四号之一部分通知美使芮恩施。

（３）北京英记者端讷将二十一条原件发出。

（４）东京中国留学生大会反对二十一条要求。

（５）驻荷公使唐在复签字于万国禁烟会议决办法。

２﹐１２（一二，二九）

（１）曹汝霖赴日使馆，面交第一次修正案。

（２）陆宗舆晤加藤，加藤坚持商谈第五号条款。

（３）袁世凯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３﹐３１复派令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宜，均未受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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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一，三）

（１）日置连访陆征祥，迫令对第五号作议或不议之答复（昨日已晤谈一次）。

（２）日本内阁通过对华要求新案。

２﹐１７（一，四）

（１）日置电日本外务省，主先退还中国之修正案，示以最后决心，迫令中国对第五号先允

作大体的商议。

（２）中国露出二十一条要求全文。

（３）山西垣曲兵变。

２﹐１８（一，五）加藤电日置主先循外交常规谈判，暂勿采断然处置。

２﹐１９（一，六）中国驻美公使以二十一条全文通知美国务院。

２﹐２０（一，七）任命陈宧会办四川军务（冯玉祥、伍祥桢、李炳之三旅随行），唐在复

暂代参谋次长。

２﹐２１（一，八）

（１）曹汝霖访日置商重开会议。

（２）新华储蓄银行开幕（梁士诒等发起）。

２﹐２２（一，九）

（１）日本以二十一条之第五号七款通知美国，谓仅为请求或希望，并非要索（２﹐２０美

曾对日询问）。

（２）英对日表示，希望尊重英国在华既得权利，及中国独立。

（３）中日第三次会议，就中国第一、二、三号修正案，争辩德国在山东权益处理问题。

（４）甘肃平凉兵变。

２﹐２５（一，一二）

（１）中日第四次会议争辩烟潍铁路与山东开埠问题，及南满东蒙问题。

（２）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通电否认假借外力，图谋革命，声称当谨守

绳墨，不危及邦家（后熊克武、林虎、李根源等亦有相同表示）。

２﹐２６（一，一三）日人在山东金岭镇敷设轻便铁道。

２﹐２８（一，一五）中日第五次会议（续议山东开埠，烟潍铁路及南满东蒙等问题）。

３﹐２（一，一七）山东潍县驻军（第五师）捕杀党人周永广、周天槎。

３﹐３（一，一八）中日六次会议，争辩南满及安奉铁路问题。

３﹐４（一，一九）任命吴佩孚为陆军第三师第六旅旅长。

３﹐５（一，二０）特任周自齐署农商总长，周学熙署财政总长（４﹐６原因农商总长张謇

出京）。

３﹐６（一，二一）

（１）中日第七次会议，续议南满安奉铁路问题，仍无结果，日方不满交涉进行迟缓（日置

电加藤主采断然手段）。

（２）湖北沔阳党人罗石相起事。

３﹐７（一，二二）日置向外交部严重警告。

３﹐８（一，二三）

（１）曹汝霖访日使馆，对安奉铁路及杂居问题，均有重大让步。日置云如数日之内中日会

议无满意结果，将生不测。

（２）英外务大臣对日表示关怀中日间之紧张情势，同情扩展日本在满洲地位。

３﹐９（一，二四）中日第八次会议，中国对安奉南满铁路满蒙杂居等问题有重大让步。

３﹐１０（一，二五）

（１）日本阁议决定向中国出兵（次日颁布南满驻军出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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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驻美公使夏偕复奉外交部命，晤古德诺，询以对日问题意见。

（３）中华革命党通告党员，对日交涉事舍去袁世凯之外无他法。

（４）川边叛军陷炉城，虏英国副领事及法教士（３﹐１３为边军司令刘成勋克复）。

３﹐１２（一，二七）

（１）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

（２）湖南干城矿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发生冲突。

３﹐１３（一，二八）

（１）日本增兵山东、满洲、天津约三万人（外交部抗议）。

（２）美国务卿白莱安致日本驻美大使珍田备忘录，申述美国在远东政策，美国条约权利必

须尊重，但承认日本对山东满蒙之特殊关系（不反对二十一条中之一、二两号）。

（３）中日第十次会议。

（４）张家口至大同铁路告成。

３﹐１６（二，一）

（１）中日第十一次会议。

（２）外蒙军进扰开鲁。

３﹐１７（二，二）

（１）日公使日置益坠马受伤（第十二次会议延期）。

（２）中日订接电报水线合同。

（３）举行祀孔典礼。

（４）任命王汝勤为陆军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

（５）准将驻吉林之陆军第二十三师改编为两混成旅（７﹐１实行，以裴其勋、高凤城分任

第一、第二旅旅长）。

３﹐１８（二，三）

（１）上海张园开反日大会，到者三、四万人，议决排斥日货，储金救国。

（２）日兵六千到东北（一千三百入奉天省城）

，一千二百人到山东。

（３）约法会议闭会。

３﹐１９（二，四）

（１）袁世凯召开对日会议，段祺瑞主强硬。

（２）命将前西藏办事长官锺颖处死（因酿成藏乱，仇杀参赞罗长琦）。

（３）统率办事处电令浙江都督朱瑞、巡按使屈映光侦防党人夏次岩等在杭州之活动。

３﹐２０（二，五）中日第十二次会议。

３﹐２２（二，七）外交部向日使质问日本增兵原因。

３﹐２３（二，八）

（１）陆征祥、曹汝霖亲赴日使馆，开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号要求大体解决。

（２）外交部及统率处电各省报告中日交涉情形。

（３）美使芮恩施晤袁世凯，询问中日交涉，袁盼美相助。

３﹐２４（二，九）任命金邦平为农商次长。

３﹐２５（二，一０）

（１）令禁排斥日货。

（２）济南日军增至二千五百人，坊子一千人。

３﹐２６（二，一一）矿业银行开幕（梁士诒、袁乃宽等发起）。

３﹐２７（二，一二）英拟斡旋中日交涉（日拒）。

３﹐２９（二，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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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美对日表示，不反对其关于福建之要求。

（２）上海举行第二次对日国民大会。

３﹐３０（二，一五）申令诰诫官吏，戒偷惰、瞻徇、奢靡、嬉游。

３﹐３１（二，一六）赦自首党人张尧卿等（张向驻日使馆自首）。

４﹐１（二，一七）公布内国公债条例，债额二千四百万元。

４﹐５（二，二一）申令防缉中华革命党人起事。

４﹐６（二，二二）中日会议福建港湾问题。

４﹐９（二，二五）

（１）中国银行代收救国储金（上海一处达五十万元）。

（２）准瞿鸿禨、严修、柯劭忞辞参政职。

４﹐１０（二，二六）

（１）中日第二十一次会议，中国拒绝第五号。

（２）外交部规定华侨区域。

４﹐１２（二，二八）

（１）驻美公使夏偕复函外交部，请英美劝说日本，使知敛戢。

（２）长沙增设美国领事。

（３）任命李士伟为中国银行总裁。

４﹐１４（三，一）

（１）威尔逊函白莱安，谓日本对华要求违反中国行政独立自主及门户开放。

（２）公布地方自治实行规则。

４﹐１７（三，四）中日第二十四次会议，中国不允将东蒙与南满并论，会议停顿。

４﹐１８（三，五）

（１）美使照会，决不抛弃在华利益。

（２）公布电信条例。

４﹐２０（三，七）日本阁议，密定对华交涉让步条件。

４﹐２１（三，八）新华储蓄银行开幕（梁士诒等发起，一作２﹐２１）。

４﹐２３（三，一０）全国教育联合会开幕（５﹐１２闭会）。

４﹐２６（三，一三）

（１）中日交涉续开，日本提出修正案二十四条。

（２）美教士班煦福访美国务卿，请对日抗议。

４﹐２７（三，一四）特任周自齐、周学熙为农商、财政总长，准农商总长张謇辞职。

４﹐２８（三，一五）

（１）申令整顿司法。

（２）查禁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私土入运。

（３）财政部特设全国烟酒公卖局。

（４）山东济宁商民反抗迫购印花，罢市。

４﹐３０（三，一七）任命刘锐恒署川边镇守使。

５﹐１（三，一八）

（１）外部答复日本二十四条修正案。

（２）本日起，总统府连日会议。

（３）扬州商民罢市，反对落地税。

（４）任命陈宧署四川巡按使。

（５）任命黎天才为陆军第十一师长（由犹龙、张联升为旅长）。

５﹐２（三，一九）



- 95 -

（１）财政部公布中国银行货币交易所暂行条例。

（２）参谋陆海军各部及各军事机关职员在关岳庙举行宣誓典礼（海军次长李和因奉基督教

未参加，５﹐１５免职）。

５﹐４（三，二一）

（１）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对华发最后通牒（上午）。

（２）驻日公使陆宗舆以中日最近交涉情况告英使。

（３）总统府召开紧急外交会议。

（４）英驻日大使警告日外相加藤，勿因对华之第五号要求而招致中日交涉破裂。

（５）日本元老大臣会议决定对华发最后通牒（下午）。

（６）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于最后通牒中删除第五号要求（夜）。

５﹐５（三，二二）

（１）日发布南满洲戒严令。

（２）通令各省禁止排日。

５﹐６（三，二三）

（１）日本御前会议决对中国发最后通牒。

（２）袁世凯召开会议，决再对日让步（即由曹汝霖通知日方）。

（３）美政府分电中日两国，劝彼此审慎宽容。

（４）英驻日大使照会日外部，对华交涉如诉诸强硬手段，应先咨询英国意见。

（５）美向英法俄提议，共同干涉中日交涉（三国不同意）。

５﹐７（三，二四）

（１）下午三时日使日置益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５﹐９下午六时前答复。

（２）东京美使向日外务省质问中日交涉（５﹐１４又质问）。

（３）中原公司与英福公司订立合办合同（中原公司成立于１９１４）。

５﹐８（三，二五）

（１）英使朱尔典劝中国接受日本要求。

（２）袁世凯召集黎元洪、徐世昌及各部总长会议，决接受日本要求。

５﹐９（三，二六）夜十一时外交部照会日置益，承认日本之最后通牒。

５﹐１１（三，二八）

（１）美政府致牒中日两国，不得成立有碍美国及其人民在华之条约权利，及中国领土完整，

门户开放之协议（５﹐１３送达外部）。

（２）申令严禁鸦片。

５﹐１３（三，三０）

（１）申令嗣后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无论何国，概不允租借或让与。

（２）外交部向各国宣布中日交涉始末，中国之接受日本要求，乃出于无奈。

（３）汉口商民因排斥日货罢市，与日人冲突，日人五名受伤。

５﹐１４（四，一）

（１）袁世凯密谕全国官吏奋发图强。

（２）河南洛宁民变。

５﹐１５（四，二）

（１）日使日置益向外交部抗议汉口事件。

（２）任命曹嘉祥为海军次长。

（３）中日菲第二次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

５﹐１６（四，三）镇江发生排日事件。

５﹐１７（四，四）芜湖商民反对税率，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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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８（四，五）

（１）汉阳发生排日风潮，汉口日本三菱支店被焚掠。

（２）农商部呈请开国货展览会。

５﹐２０（四，七）奉天增设瞻榆县。

５﹐２１（四，八）

（１）都肃政史庄蕴宽等上救亡条陈。

（２）调任陈树藩署陕南镇守使。

５﹐２３（四，一０）

（１）制定国乐乐章。

（２）湖南新化匪乱，占领县城（旋平）。

５﹐２４（四，一一）中华革命党致书洪门会，劝仍以全体加入同盟，将原来团体重新改组，

服从完全主义。

５﹐２５（四，一二）

（１）中日新约（二十一条）签字，并互换照会（条约二件，换文十三件）。

（２）任命陶思澄署湖南巡按使（准刘心源辞职）。

（３）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选举施行细则，并定９﹐３０为国民会议及立法院议员初选资格

调查完毕日期。

５﹐２６（四，一三）

（１）以中日交涉已经签约，申令禁乱徒借故暴动，散布传单，煽惑生事，应以甲午庚子覆

辙为鉴。

（２）濮阳黄河决口。

５﹐２７（四，一四）革命党人赵得山据奉天桓仁（旋失败）。

５﹐２９（四，一六）参政院呈请制定惩办国贼专条。

５﹐３０（四，一七）公布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章程。

５﹐３１（四，一八）

（１）特任王士珍署陆军总长（段祺瑞与袁世凯有意见，请辞，袁给病假两月）。

（２）袁世凯颁赐杨度【旷代逸才】匾额。

６﹐１（四，一九）

（１）中荷公断专约签字。

（２）开浦口为商埠。

（３）河南福中总公司成立。

６﹐２（四，二０）

（１）袁世凯批准中日条约与换文。

（２）陈辉德（光甫）、唐寿民等创办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上海成立。

６﹐４（四，二二）税务处厘定海关常关名称。

６﹐５（四，二三）交通部与四川川汉铁路公司代表续订收归国有，关于款项之办法。

６﹐６（四，二四）税务处于四川万县设立分关。

６﹐７（四，二五）

（１）中俄蒙条约签字于恰克图（中国代表毕桂芳、陈箓），外蒙承认中国宗主权，中俄承

认外蒙自治（前后会议四十八次，凡九阅月）。

（２）日本在济南设演武堂。

６﹐８（四，二六）

（１）中日新约互换。

（２）开封徐州间铁路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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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唐蟒、季雨霖等悔罪自首，准予特赦。

（４）湖北大冶矿工罢工。

６﹐９（四，二七）

（１）中日新约正式发表。

（２）库伦活佛宣告取消独立。

（３）处革命党人王金发死刑（金发在浙被捕，去冬密陈愿克期拏获韩恢、詹大悲、夏之麒

等，获赦命）。

６﹐１０（四，二八）

（１）唐绍仪、伍廷芳发起中华共济会于上海。

（２）上海美商发起侨居中国商会。

６﹐１２（四，三０）

（１）派徐绍桢、荣勋为册封库伦活佛专使（未能前往）。

（２）策令外蒙王公等爵职及喇嘛名号仍旧。

（３）南京英妇为军士殴伤。

６﹐１４（五，二）

（１）设全国生计委员会。

（２）申令广西省仍以桂林为省会，惟将军仍驻南宁。

（３）太原火药厂爆炸。

６﹐１６（五，四）

（１）特任陈箓为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

（２）改建北京正阳门。

６﹐１７（五，五）东京朝日新闻刊布袁世凯否认帝制之谈话。

６﹐１８（五，六）都肃政史庄蕴宽劾津浦铁路局长赵庆华舞弊营私，命撤差审理，并传提

有关人证。

６﹐１９（五，七）沈阳日商店炸弹爆发，日警拘学生三人。

６﹐２０（五，八）

（１）以交通次长叶恭绰与津浦铁路舞弊案有关，命暂行停职候传（寻又涉及京汉、京绥、

沪宁、正太各路。是为交通大参案，据云系帝制派拟借此以迫梁士诒筹款。同时亦为皖粤二

系之争，皖为杨士琦、周学熙、龚心湛，粤为梁、叶。此外又有所谓三次长案，除交通之叶

恭绰外，为财政次长张弧，陆军次长徐树铮）。

（２）财政次长兼外务署长张弧藉公舞弊，被劾免职，以龚心湛代之。

（３）改订法院编制（分地方审判庭厅，高等审判厅，大理院）。

６﹐２２（五，一０）

（１）召胡景伊来京，特任陈宧兼理四川军务。

（２）任命陈毅为库伦都护副使，兼乌里雅苏台佐理员。

（３）江苏将军冯国璋到北京，梁启超同行。

６﹐（下旬）蔡元培、李煜瀛及法人欧乐等创立华法教育会于巴黎。

６﹐２３（五，一一）赣皖浙湘鄂水灾。

６﹐２６（五，一四）

（１）陆军次长徐树铮因被肃政厅弹劾免职（由田中玉继）。

（２）北京散发【敬告同胞毋忘国耻】传单。

（３）奉天日本警察逮捕华人三名（６﹐１８有人向日商药房投弹）。

６﹐２８（五，一六）外交部向英使提出内外藏划界及开埠等让步条件（因英使不肯变更西

姆拉原约，交涉复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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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９（五，一七）令各省禁抵制日货。

６﹐３０（五，一八）上海租界土膏店抽签，限期闭歇。

７﹐１（五，一九）令参政院推举宪法起草委员。

７﹐２（五，二０）以河南陈留、襄城破获仁义会，命各省注意侦探。

７﹐３（五，二一）

（１）调任张鸣岐为广东巡按使，李国筠为广西巡按使（李国筠辞未就）。

（２）参政院推李家驹、汪荣宝、梁启超、杨度、施愚、达寿、严复、马良、王世澄、曾彝

进十人为宪法起草委员。

７﹐５（五，二三）

（１）冯国璋向北京报界宣布袁世凯否认帝制之谈话。

（２）日人在奉天省城内设立警察派出所，奉天巡按使向日领事馆交涉。

７﹐８（五，二六）

（１）顺天时报刊出日首相大隈重信之【中国国民性研究之必要】（略谓中国骤遇外患，略

为觉醒，困难既去，即复倒行）。

（２）日公使抗议惩办国贼条例。

（３）令各省改良监狱。

７﹐１０（五，二八）召各省将军（张锡銮、段芝贵、倪嗣冲、靳云鹏、李纯、阎锡山等）

会议。

７﹐１１（五，二九）任命顾维钧为驻墨西哥公使。

７﹐１３（六，二）

（１）任命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

（２）广州大火，焚铺户二千余家。

７﹐１４（六，三）

（１）济南九江日本领事馆成立。

（２）赈广东水灾。

７﹐１６（六，五）顺天时报称杨度仍存皇帝思想。

７﹐１７（六，六）革命党人锺明光炸伤广东将军龙济光（明光被凌迟处死）。

７﹐２０（六，九）海军部召开会议，商扩张海军问题。

７﹐２１（六，一０）以京兆为特别区域。

７﹐２５（六，一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奉召到京。

７﹐２７（六，一六）

（１）湖北将军段芝贵北上入京。

（２）广东花县匪乱。

７﹐２８（六，一七）江浙风雨为灾（上海死一二百人）。

７﹐２９（六，一八）

（１）改编陆军第九师为两混成旅（旅长为成慎、柴得贵，驻河南）。

（２）革命党人赵得山再攻奉天桓仁，失败被擒。

７﹐３０（六，一九）河南蝗灾。

７﹐３１（六，二０）

（１）调任韩国钧为湖南巡按使（未赴，８﹐９以严家炽暂兼护），任命李兆珍为安徽巡按

使（韩不容于安徽将军倪嗣冲）。

（２）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

８﹐１（六，二一）诫勉各官吏勿忘五月七日之事。

８﹐２（六，二二）黑龙江克山设治局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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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六，二三）

（１）段祺瑞通电辟谣，斥某国报纸挑拨离间（日本报纸谓段与袁世凯将决裂）。

（２）宪法顾问古德诺应袁世凯之请所撰【共和与君主论】发表（古氏于七月中旬自美返抵

北京）。

（３）广西安定、白山、古零、兴隆、定罗、旧城、都阳、归德、果化九土司改为都安、隆

山、果德三县。

８﹐５（六，二五）

（１）濮阳黄河又决口。

（２）于式枚病卒于上海（一说卒于昆山）。

８﹐６（六，二六）中日青岛海关交涉解决。

８﹐７（六，二七）吉林添设延珲、宁河二镇守使。

８﹐９（六，二九）

（１）任命望云亭为湖南零陵镇守使。

（２）赈江苏风灾及山东水灾。

８﹐１０（六，三０）征兵研究会成立于北京。

８﹐１２（七，二）

（１）杨度访严复，商组【筹安会】。

（２）京张铁路舞弊案结，局长关冕钧撤差。

（３）赈奉天河南水灾。

８﹐１３（七，三）全国师范校长会议，在北京开幕。

８﹐１４（七，四）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发起【筹安会】，宣言共

和国之危险，特组会研究国势前途及共和之利害，以筹一国之治安（时总检察厅长罗文干欲

按法逮问，后悉其为袁氏主使，遂辞职）。

８﹐１５（七，五）

（１）贺振雄上书肃政厅，请代呈总统诛奸救国（连日上书者以千百计）。

（２）蔡锷访梁启超于天津，商反对帝制。

（３）财政部筹办民国实业银行。

（４）令各省筹设水利各机关。

８﹐１７（七，七）

（１）袁世凯表示对筹安会不加干涉。

（２）古德诺对记者否认曾谓中国必需君主，筹安会宣言引征有误。

８﹐１８（七，八）中日交还青岛海关协议成立。

８﹐１９（七，九）

（１）袁世凯告徐世昌如有人强实行不正之途，将避往异域，决不背誓言。

（２）任命王揖唐为吉林巡按使（孟宪彝免）。

８﹐２２（七，一二）

（１）特任张锡銮督理湖北军务，段芝贵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张锡銮未

到任前，由第二师长王占元署理（张在奉天不容于张作霖，段在湖北见逼于王占元，张虽调

鄂，仍未克到任）。

（２）赈浙江水风灾。

８﹐２３（七，一三）

（１）【筹安会】刊布启事，宣告成立，杨度为理事长，并通电各省征求会员，派遣代表来

京。

（２）有贺长雄自日本回抵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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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赈黑龙江水灾。

８﹐２４（七，一四）青岛日军开始撤退。

８﹐２５（七，一五）

（１）中日实施新订满蒙条约。

（２）特任陈宧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胡景伊任参政院参政）。

（３）湖南将军汤芗铭电请袁世凯速定一尊。

（４）蔡锷领导军人请愿帝制。

（５）谷锺秀、徐傅霖、杨永泰、欧阳振声发表维持共和国体宣言。

（６）广东新会大械斗。

（７）敷设内蒙电线。

８﹐２６（七，一六）

（１）杨度【君宪救国论】发表。

（２）任命张怀芝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调京）

。

（３）任命范国璋署陆军第二十师师长（代吴光新）。

８﹐２７（七，一七）宪法起草委员会定宪法起草程序。

８﹐２８（七，一八）

（１）筹安会声明，古德诺对于君主或共和问题，除呈送总统之节略外无他意见。

（２）段祺瑞正式免职，王士珍实授陆军总长（段仍留管理将军府及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职务）。

（３）公布国民会议议员初选施行令及立法院议员初选施行细则。

（４）财政部定银行公会章程。

８﹐３０（七，二０）

（１）段芝贵等密电各省长官，以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上请愿改革国体书。

（２）外交部电驻外使馆，谓政府对筹安会并无成见，不加干涉。

（３）财政部筹设黑龙江采金局。

８﹐３１（七，二一）裁安徽大通芜湖镇守使缺（鲍贵卿调京）。

９﹐１（七，二二）

（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沈云沛、周家彦、马安良、蔡锷等请愿改变国体。

（２）日本要求废中日间岛条约，拒之。

（３）天津法领事令老西开居民缴纳捐款于工部局，居民不服。

（４）中国实业银行成立。

（５）张绥铁路大同至丰镇段通车。

（６）任命王汝贤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曲同丰调京）。

９﹐２（七，二三）

（１）陆海军部议决扩充兵工厂船厂。

（２）财政部呈准中国银行添招商股。

９﹐３（七，二四）

（１）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帝制。

（２）中英进行西藏会议。

９﹐４（七，二五）

（１）某阁员（周自齐？）告美代办马慕瑞，袁世凯恐列强不承认，尤虑日本勒索，对帝制

已不甚积极。

（２）农商部组织内蒙调查队。

（３）湖北蝗灾。



- 101 -

９﹐５（七，二六）赈广西水灾。

９﹐６（七，二七）

（１）袁世凯派左丞杨士琦在代行立法院宣称，改变国体听之国民。该院推联芳、梁士诒、

陈国祥、汪有龄等审查九月一日之请愿。

（２）日首相大隈重信告中国公使陆宗舆，盼中国勿因变更国体致乱。另电驻华使领，中国

帝制问题或将影响中日关系，暂勿表明态度。

（３）外部抗议俄在山东、满洲招募华工。

９﹐７（七，二八）

（１）北京天民报以反对帝制，被封。

（２）五国银行团拨还善后借款余款。

９﹐９（八，一）肃政厅呈请取消筹安会，袁世凯命内务部确切考查，明定范围，示以限制。

９﹐１０（八，二）

（１）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校长为江谦，教务主任为郭秉文，民国七年三月江辞，

郭继）。

（２）俄人在蒙古开矿，外交部提出抗议。

９﹐１１（八，三）

（１）云南唐继尧召集军官会议，准备反对帝制。

（２）帝制派之亚细亚报上海分社被炸，死伤十余人。

（３）外交部组织外交讨论会。

（４）哈尔滨中俄军队，因剿胡匪冲突。

９﹐１３（八，五）

（１）政事堂知照内务部，筹安会只限于国体讨论，不得涉及其它。

（２）仲秋祀孔（徐世昌主祀）。

９﹐１４（八，六）甘肃环县匪徒戕官据城。

９﹐１５（八，七）陈独秀主办之【青年杂志】

在上海创刊（新思潮运动开始，１９１６﹐９﹐１改名【新青年】，初为月刊，１９２３﹐

６﹐１５起，改为季刊，１９２５﹐４﹐２２改为不定期，出版地址移广州）。

９﹐１７（八，九）奉天长白县中日商民十余人为匪所掳。

９﹐１８（八，一０）

（１）中华革命党通告海内外同胞，【能速革命而后有国】。

（２）天津成立维持国权国土会，反对法国领事越界收捐。

（３）任命段芝贵兼署奉天巡按使。

（４）贵州怀仁县分置鳛水县。

９﹐１９（八，一一）

（１）梁士诒等组织【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沈云沛为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为副会

长（据云梁名系他人代署，其它文件亦如之）。

（２）以天津法领事越界收捐，外交次长曹汝霖前往调查。

９﹐２０（八，一二）

（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建议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善法，以解决国体问题。

（２）袁世凯令宪法起草委员会照原定顺序进行。

（３）陆海军部组织国防会议，以王士珍为会长，蔡锷为副会长。

（４）胡适自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９﹐２３（八，一五）

（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密告陆宗舆，如袁世凯诚意联日，当努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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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前清大学士陆润庠卒于北京（一作８﹐１８）。

９﹐２４（八，一六）沈云沛等之请愿团向参政院总请愿，反对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

９﹐２５（八，一七）袁世凯咨复参政院，主提前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

９﹐２６（八，一八）

（１）孙毓筠电各省长官，就在省、县绅民中每县择定一人，召集临时国民大会。

（２）驻日公使陆宗舆电曹汝霖，商派大员与日本密洽帝制事。

（３）中俄再议阿尔泰撤兵事（１９１４﹐２曾谈判一次）。

（４）特任沈金鉴为湖南巡按使（韩国钧免）。

（５）任命王达为京兆尹。

９﹐２７（八，一九）

（１）大隈重信命驻华领事探查帝制运动是否将引起暴乱。

（２）福建增设东山县治。

９﹐２８（八，二０）

（１）参政院议决以【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指定梁士诒、汪有龄、陈国祥、蔡锷、王

劭廉、施愚等起草办法。

（２）日本要求在赤峰、郑家屯等处增设领事。

（３）派驻美公使夏偕复参与旧金山万国和平会议。

９﹐２９（八，二一）

（１）朱启钤、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等十人密电各省长官设法操纵利用国民代表。

（２）任命王广圻为驻意大利公使。

（３）大隈重信命驻英大使井上胜之助探询英国对袁世凯帝制之意见。

９﹐３０（八，二二）

（１）公布文官高等考试令、外交官领事官考试令、司法官考试令、及外交官领事官考试、

甄录规则。

（２）任命王广圻为驻意大利公使（高而谦辞）

。

（３）孙中山派胡汉民、杨庶堪赴菲律宾，邓铿、许崇智赴南洋各埠，筹讨袁军饷（一作９

﹐２３）。

１０﹐１（八，二三）

（１）参政院讨论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２）国货展览会在北京开会。

１０﹐２（八，二四）英使朱尔典晤袁世凯，声称英国赞成中国帝制。

１０﹐３（八，二五）

（１）统率办事处密电各省当局，询治安及国体问题意见（１０﹐４—５各省电覆，均称治

安无问题，主君主立宪）。

（２）裁撤青海办事长官缺，改设甘边宁海镇守使，以马麒任之。

（３）通饬直鲁豫湘鄂五省筹设移垦处。

１０﹐４（八，二六）

（１）袁世凯面告美使芮恩施，国体一由国民投票决定，并愿聘用外国专门人才协助各部行

政事宜。

（２）授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为庄威将军，第三师师长曹锟为虎威将军，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为

克威将军，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为彰威将军。

１０﹐５（八，二七）

为教育总长（汤化龙免），王式通为政事堂机要局局长。 （１）任命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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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通惠实业公司成立（周学熙、孙多森、施肇曾等所组织）。

（３）张振勋与美商合设之中华懋业银行成立。

１０﹐６（八，二八）

（１）参政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２）陆荣廷电告袁世凯，其子裕勋病故梧州。

（３）京兆征兵局开始征募。

１０﹐７（八，二九）

（１）朱启钤、梁士诒、周自齐等十人密电各省长官，国民代表大会应明白推戴袁世凯为帝，

并委托参政院为总代表。

（２）云南军官二次会议，决以武力反对帝制。

１０﹐８（八，三０）

（１）申令谨守约法，尊重民意，以解决国体。

（２）公布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议定之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

选出代表组织之。

（３）财政部公布农工银行条例。

１０﹐１０（九，二）

（１）通令京外文武官吏维持秩序，国体变更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

（２）国民会议事务局密电各省长官，各县知事对于初选当事人应负完全责任，使当选人均

能听驰驱。

（３）本日国庆停止大阅宴会等事。

（４）谷锺秀、杨永泰、张炽章（季鸾）之【中华新报】在上海出版。

１０﹐１１（九，三）

（１）朱启钤、梁士诒等密电各省长官，对初选当选人应以种种方法，示以君宪要旨，总期

必达目的。

（２）国民会议事务局电各省长官，将往来密件严保密管。

（３）李根源、程潜、钮永建、林虎、陈独秀、熊克武、冷遹离日赴沪，策划讨袁（李等到

上海后，曾与康有为、郑孝胥、沈曾植、瞿鸿禨、冯煦及孙洪伊商合作）。

１０﹐１２（九，四）

（１）任命王祖同会办广西军务。

（２）唐继尧请早定国体，以图永治久安。

１０﹐１３（九，五）

（１）石井菊次郎任日本外务省大臣。

（２）蒙回王公，及军界呈请实行君主立宪。

１０﹐１４（九，六）

（１）日本阁议，决定干涉袁世凯之帝制运动（９﹐２９日首相大隈曾令日本驻英大使井上

与英外部商洽，反应良好）。

（２）派员会勘中法滇越边界。

１０﹐１５（九，七）

（１）筹安会以君主国体即可见诸事实，今后应注意立宪问题，改组为【宪政协进会】。

（２）顾鳌密电各省长官，望于形式上办到于法定范围改变国体。

（３）日本商请英国共同劝告袁世凯延缓实行帝制（１０﹐２５英同意）。

（４）中俄缔结互禁烟酒条约。

（５）中美邮船公司成立（侨美华商所组织）。

１０﹐１６（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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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日本代使小幡酉吉电告外相石井，中国无乱象可作干涉之借口。

（２）前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处徒刑九年。

１０﹐１７（九，九）

（１）奉天长白中日军警冲突。

（２）日本在吉林长春设置警察分驻所，交涉无效。

（３）留日学生监督蒋士立被刺伤。

１０﹐１８（九，一０）

（１）蔡锷之北京住宅被搜。

（２）特任龙觐光暂代广东巡按使（准张鸣岐丁忧请假百日）。

（３）财政部创设华新纺织公司，派周学辉为督办。

（４）日本议员团自济南到天津（次日到北京）

。

１０﹐１９（九，一一）

（１）参政院决定以【君主立宪】四字为国体投票标题。

（２）津浦路局长赵庆华等交付惩戒，交通部次长叶恭绰免予置议，销去停职处分。

（３）黄远庸（为基）在美国旧金山被刺殒命，年三十二岁。

（４）任命袁希涛为教育次长（梁善济辞）。

１０﹐２０（九，一二）公布取缔纸币条例。

１０﹐２１（九，一三）

（１）特任陆宗舆为庆贺日皇即位专使。

（２）英国外相葛雷告日本大使井上，同意干涉袁世凯帝制。

（３）中美解纷免战条约互换约本。

（４）财政部呈布取缔纸币条例。

（５）公布土地收用法。

１０﹐２２（九，一四）

（１）日本组织中日银行。

（２）申令前陆军次长徐树铮被参案免议。

１０﹐２３（九，一五）

（１）朱启钤、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阮忠枢、雷震春、袁乃宽等以拟定之推戴袁世凯

为帝之字样（四十五字）电告各省。

（２）任命刘师培为参政院参政。

（３）日人援中日新约（二十一条），强指锦县为南满地域，混入杂居，县知事不允，日领

事向沈阳道尹提出抗议。

１０﹐２４（九，一六）

（１）特任钱能训署理平政院院长，兼任文官高等惩戒处委员会委员长（周树模辞）。

（２）禁各省办矿混入外股。

１０﹐２５（九，一七）

（１）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始选举（１１﹐５完成）。

（２）英使朱尔典及日代办小幡酉吉分访梁士诒，询帝制事（朱告梁，日拟联英俄劝告从缓）。

（３）驻日公使陆宗舆以帝制实情密告日外相石井菊次郎。

（４）济南日人枪杀华警。

（５）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兼古巴公使（代夏偕复）。

（６）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原名科学社，去年６﹐１０由留美学生发起）。

１０﹐２６（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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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朱启钤、梁士诒等电各省，国体投票开票后即行推戴。

（２）日外相石井菊次郎商请美俄法大使共同劝告袁世凯延缓帝制。

（３）总统府会议，商对日事。

１０﹐２７（九，一九）

（１）特任陆征祥暂兼代理国务卿（徐世昌称病）。

（２）外部令驻英俄法美四使以帝制进行状况密告四国政府。

（３）日英分别邀请美国一致劝告中国展缓变更国体。

（４）添设山东龙口东分关。

１０﹐２８（九，二０）

（１）日代使及英俄公使访外交总长陆征祥，劝告展缓变更国体，免起扰乱（英使朱尔典，

俄使库朋斯基，日代使小幡酉吉）。

（２）国体投票开始。（１１﹐２０完成）。

（３）准广西省会暂缓迁桂林。

１０﹐３０（九，二二）

（１）外交部电陆宗舆与日商认可帝制条件。

（２）准经界局督办蔡锷请假五日。

（３）蔡元培序【勤工俭学传】（１９１１李煜瀛及其豆腐公司组织留法俭学会，次年又有

留英俭学会，至是编印【勤工俭学传】，月出一册）。

１０﹐３１（九，二三）

（１）特派董康、傅增湘等稽查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宜。

（２）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协办辅助国家财政。

１１﹐１（九，二四）

（１）外交部复拒日英俄三使１０﹐２８劝告，谓国体依民意决定，各省秩序皆能维持。

（２）山东龙口实行开埠。

１１﹐３（九，二六）

（１）法国公使康悌访外交总长陆征祥，劝告展缓变更国体。

（２）日外相石井告陆宗舆，深不以袁氏拒绝劝告为然，当另作计议。

（３）云南军官第三次会议，续商反对帝制事。

１１﹐４（九，二七）

（１）美国覆日英谓中国变更国体纯为内政问题，任何干预均属侵犯中国主权而非正当。

（２）总检查长罗文干免职。

１１﹐５（九，二八）

（１）日代使小幡质问外部，明白解说帝制延期与否。

（２）义使访外交部，劝告暂缓变更国体。

（３）国民代表选举竣事。

１１﹐６（九，二九）

（１）日外相石井菊次郎再向陆宗舆严厉质问帝制延期事。

（２）中俄订立呼伦贝尔条约，中国承认呼伦贝尔自治权及俄国与呼伦贝尔自治厅所订之契

约继续有效。

１１﹐７（一０，一）

（１）朱启钤、梁士诒等密电各省，日英俄劝告为干涉内政，万无缓办之理，请速办推戴。

（２）政事堂电各省勿称帝称臣。

（３）任命董康为全国选举资格审查会会长。

（４）农工银行开幕（农商部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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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英俄二使访梁士诒，商贷款中国，扩充兵工厂，协助英俄。

１１﹐９（一０，三）外交部表示，本年内不实行帝制。

１１﹐１０（一０，四）

（１）陈其美命王晓峰、王明山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袁世凯追封为一等彰成侯，命其子

郑大为承袭）。

（２）广东佛山革命党人起事。

１１﹐１１（一０，五）

（１）外交部通知日英俄法四国公使，变更国体已为大多数国民所决定，中国政府当选一适

当时机，谨慎将事。

（２）袁党包办之各省国民代表赞成君主立宪者达半数以上（１１﹐５投票完毕）。

（３）任命杨善德署上海镇守使。

（４）蔡锷出京赴天津（一作１１﹐１９）。

１１﹐１２（一０，六）

（１）美使芮恩施电告国务院，对于中国变更国体，并无有组织之反对运动，但革命党人，

难免有个人暴动。

（２）禁止寄送革命党散布印刷册单。

（３）设置俄境伊尔库次克及荷属棉兰领事。

１１﹐１４（一０，八）奉天日商店被炸案解决，赔偿二万二千元（参６﹐１９）。

１１﹐１６（一０，一０）袁世凯令封爵暂照前清办理。

（２）外蒙官府致文都护使陈箓，拒受中国册封。

１１﹐１７（一０，一一）

（１）政事堂电斥浙江将军朱瑞称帝称臣。

（２）广东革命党人占电白。

１１﹐１８（一０，一二）

（１）日本内阁决定对袁世凯帝制再作干涉，即由外务省令驻英俄法大使向各国提议共同宣

示信赖中国政府维持国内秩序之保证，注视今后发展，延期承认中国帝制，直至欧战终止。

（２）英法俄三国商中国加入协约国。

（３）裁撤上海、松江两镇守使缺，改设淞沪护军使，以杨善德任之。

１１﹐１９（一０，一三）任命臧致平为陆军第十师第十九旅旅长。

１１﹐２０（一０，一四）

（１）任命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代戴戡）。

（２）任命潘矩楹为绥远都统。

１１﹐２１（一０，一五）

（１）梁启超请辞参政，袁世凯令给假二月。

（２）江西万载县人民为烟酒公卖事捣毁县署。

（３）外蒙古活佛派交涉员驻恰克图。

１１﹐２２（一０，一六）

（１）英俄法驻日大使对日外相石井表示，希望劝导中国加入协约国与德奥绝交（日拒）。

（２）日使日置益向外交部质问中国参战事，外交部否认。

（３）林西镇守使米振标、多伦镇守使萧良臣败蒙匪巴布扎布，攻占游格吉庙，迫库伦。

（４）天津地震约三秒余钟。

１１﹐２３（一０，一七）

（１）以外蒙活佛不受中国册封，外交部向俄使交涉。

（２）公使团照会外交部，以推广上海租界为退回会审公廨交换条件（中国允交涉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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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５（一０，一九）云南石屏县民反对铲烟。

１１﹐２６（一０，二０）外交次长曹汝霖电驻日公使陆宗舆，探询日本对华参战意见。

１１﹐２７（一０，二一）英驻日大使否认中英同盟之说，并声明在未与日协议前，英决不

与中国作政治上之商议。

１１﹐２８（一０，二二）

（１）库伦俄领事向都护使陈箓抗议华军进入蒙古剿匪。

（２）直隶巡按使朱家宝三上奏折称臣。

１１﹐３０（一０，二四）

（１）日本加入英俄法义伦敦新协议（不单独媾和）。

（２）蔡锷呈称赴日本疗养（袁批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

１２﹐１（一０，二五）

（１）依中日新约，吉长铁路移交日人管理。

（２）多伦镇守使剿办内侵之喇嘛汗拉丹什。

１２﹐２（一０，二六）

（１）蔡锷离天津赴日本。

（２）中巴（巴西）修改条约已签字。

１２﹐３（一０，二七）任命程克充阿尔泰办事长官。

１２﹐４（一０，二八）交通总长梁敦彦与英国中英公司订立短期银借款二百十万两。

１２﹐５（一０，二九）

（１）革命党人淞沪司令长官陈其美派杨虎袭取【肇和】兵舰，攻击制造局，薄子明、吴忠

信分攻警察局、工程总局（次日均失败）。

（２）京汉路参案结束，局长关赓麟等交付惩戒。

１２﹐６（一０，三０）日外相复英俄法大使，反对中国对德奥绝交（三国请日再考虑）。

１２﹐７（一一，一）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陆续到北京。

１２﹐９（一一，三）滇军邓泰中、杨蓁两团向昭通移动。

１２﹐１１（一一，五）

（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汇查国民代表决定国体票数一千九百九十三票，一致推戴袁世凯为

皇帝，即将推戴书奏达袁氏，请登大宝。袁咨复逊谢，该院又上第二次推戴书，乞速正位登

极。

（２）颁给日本驻安东领事吉田茂勋位。

１２﹐１２（一一，六）

（１）袁世凯复参政院，承认帝位，接受文武官员祝贺，令各部院会同筹备一切事务（惟仍

申令事体繁重，未可急遽举行，以践外交上之宿诺）。

（２）驻美公使顾维钧电告外交部，美报称袁世凯谋联德，已聘用德军官多人。

（３）任命第十师师长卢永祥兼淞沪护军副使。

１２﹐１３（一一，七）

（１）日本代办小幡照会外部要求对改行帝制事于十五日以前为诚意满足之答复（十六日外

部答复，谓对于隐患祸乱，政府自有力维持）。

（２）袁世凯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

（３）令各省官吏严防党派谋乱。

１２﹐１４（一一，八）

（１）令参政院推荐君主立宪宪法起草人员。

（２）命各部院筹备改行帝制事宜。

（３）陆宗舆致日本外务省备忘录，帝制尚须筹备，不立即公布实施，以示尊重友邦劝告之



- 108 -

意。石井菊次郎允于三四个月内，中国能不使暴乱发生，可不再追究。

（４）黄兴自美电请美国驻华公使勿赞助帝制。

（５）李烈钧自香港赴云南。

（６）王伯群携蔡锷函到昆明。

１２﹐１５（一一，九）

（１）日英俄法义五国公使向外交部声明，对改变国体持静观态度。

（２）袁世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

（３）任命马福兴署喀什噶尔提督（代杨得胜）

。

（４）任命唐继虞署云南警务处长。

（５）褫【肇和】舰长黄振球职，授杨善德勋二位。

（６）吉林宾县阿城榆城等县人民反抗清丈。

１２﹐１６（一一，一０）

（１）清内务府咨参政院，声明皇室赞同袁世凯帝制。

（２）申令清室优待条例永不变更（袁另于优待条件上亲笔书明允将优待条件列入宪法。同

时又与清室商议彼此结亲，以袁女嫁溥仪）。

（３）申令迅速筹备立法院议员选举事宜。

（４）申令定期举行文官高等考试，文官甄用。

派汪大燮、赵惟熙、夏寿康、王瑚催督稽查，课吏求才。

（５）特任溥伦为参政院院长。

（６）派田中玉、赵椿年赴各省考察厘税。

（７）新任驻美公使顾维钧呈递国书。

（８）蔡锷、戴戡过香港赴云南（唐继尧命从弟继虞迎于海防）。

（９）王闿运电请袁世凯速定大计，勿失兆姓归命之诚（１２﹐１８袁覆）。

１２﹐１７（一一，一一）

（１）与日本正金银行订立四（四平）郑（郑家屯）铁路借款合同，日金五百万元（一作１

２﹐２３）

。

（２）李烈钧、熊克武到昆明（方声涛已先到）

。

１２﹐１８（一一，一二）

（１）申令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旧侣为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

周馥；耆硕为王闿运、马良；故人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２）特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未到任前由唐在礼署理。

（３）申令满蒙回藏待遇条件继续有效。

（４）梁启超自天津抵上海。

（５）蔡锷、戴戡抵云南阿迷，县知事张一鲲谋刺未遂。

（６）唐继尧电统率办事处，已严密防范，乱党无由发生。

１２﹐１９（一一，一三）

（１）设大典筹备处（筹备袁世凯登极典礼），以朱启钤为处长，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

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为处员（太和殿改

名承运殿，重行修理，用费四百七十万元；另制御座、龙袍、御玺等，龙袍即用去数十万元；

总计帝制用费约达三千万元以上）。

（２）黎元洪辞武义亲王，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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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申令法制局修正法令。

（４）蔡锷、戴戡到云南省城（是日北京统率办事处再电唐继尧拿办蔡、戴）。

１２﹐２０（一一，一四）

（１）申令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

（２）外次曹汝霖告日使日置益，国体已决，发表期不能过延。

（３）陆宗舆电告，传中国必起革命，日本军部将先有动作。

１２﹐２１（一一，一五）

（１）策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朱

瑞、陆荣廷、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

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

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任可澄、王揖唐、何宗莲、张怀

芝、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吕调元、金永、蔡儒楷、段书云、龙建章、沈金鉴、潘矩楹

为一等男。

（２）特任陆征祥为国务卿，仍兼外交总长（代徐世昌）。海军总司令李鼎新褫职留任，练

习舰队司令徐振鹏褫职，以曾兆麟继任（

为肇和军舰事件）。

（３）国体请愿联合会改为帝政建设讨论会。

（４）国民会议事务局电各省长官，将伪造民意之电文一律烧毁。

（５）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殷承谳、戴戡、张子贞、刘祖武、顾品珍、

赵又新、黄毓成、刘云峰、但懋辛、廋恩晹、戢翼翘、籍忠寅、王伯群、杨蓁、李曰垓、由

云龙等会议，决反对袁世凯帝制。

（６）黄兴自美国函张謇、汤寿潜、唐绍仪、赵凤昌、伍廷芳、庄蕴宽，望维持共和国体。

（７）唐继尧电统率办事处，滇省决不至有乱事发生。

（８）美国务卿兰辛训令美使芮恩施，如无严重而有组织之反对，可正式承认中国之新政府。

１２﹐２２（一一，一六）

（１）申令永除太监，改用女官。

（２）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

（３）督理湖北军务张锡銮开缺，改任参政院参政。

（４）梁启超电蔡锷促即发动（此电系自南京发出）。

（５）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罗佩金、张子贞、任可澄、戴戡等三十余人歃血为盟，拥护

共和。

（６）黄兴自美国致书陆荣廷劝讨袁。

（７）教育部试办注音字母传习所。

１２﹐２３（一一，一七）

（１）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电袁世凯，请拥护共和，将发起筹安会之杨度、孙毓

筠等六人及通电各省之朱启钤、段芝贵、梁士诒等七人明正典刑，限二十五日午十时前答复。

（２）四川师长刘存厚、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广西将军陆荣廷分电云南，赞成讨袁。

（３）策封刘冠雄为二等公，雷震春为一等伯，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增、张敬尧

为一等子，倪毓棻、张作霖、萧良臣为二等子，林葆怿、饶怀文、王金镜、鲍贵卿、马联甲、

马安良、吴金彪、白宝山、施从滨、黎天才、吕公望、江朝宗、吴炳湘等为一等男，吴俊升、

冯德麟、王怀庆、莫荣新、谭浩明、周骏、刘存厚、张子贞、刘祖武为二等男，何丰林、臧

致平、张仁奎、马福祥、许兰洲、孔庚、陈树藩为三等男，予王用宝、齐燮元、刘镇华等一

等轻车都尉世职。

（４）任命孙武署参政院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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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４（一一，一八）

（１）蔡锷电劝袁世凯将段芝贵等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除帝制。

（２）北京环城铁路竣工（明年一月一日通车）

。

（３）陆军部令山东德州新城两兵工厂停办，迁往汴梁（时袁有都洛阳意）。

（４）申令严禁鸦片。

１２﹐２５（一一，一九）

（１）政事堂电覆唐继尧、任可澄１２﹐２３电，谓未便转呈。

（２）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李烈钧、戴戡等宣布云南独立，维持共和，组织【护国军】，

推唐继尧为云南都督。

（３）袁世凯申令永除挑选宫女例。

（４）都肃政史庄蕴宽奏请格正人心，选择贤才，撙节国用。

（５）任命白宝山为海州镇守使。

１２﹐２６（一一，二０）

（１）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进向四川（左翼刘云峰梯团，出昭通，取叙州，中路赵

又新顾品珍梯团，出永宁，取泸州，蔡锷率之，右谎戴戡梯团，自贵州出松坎，取重庆），

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进向广西（辖张开儒、方声涛、何国钧三梯团），唐继尧任第三军

总司令（辖六个梯团）兼云南都督，留守。

（２）政事堂电劝唐继尧，勿出尔反尔。

１２﹐２７（一一，二一）

（１）袁世凯派张敬尧第七师入川。

（２）参政院制定宪法程序。

（３）财政部交通部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订立四郑（四平街郑家屯）铁路借款五百万日元合

同。

１２﹐２９（一一，二三）

（１）袁世凯褫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职，蔡锷亦褫职夺官，以云南师长张子贞、

刘祖武分别代理军务及巡按使。

（２）唐继尧致书孙中山，盼号召讨袁，并派李宗黄为驻上海代表。

（３）阎锡山、朱瑞分别电请早正大位。

（４）北京正阳门改造工竣。

（５）吉林五常、榆树、舒兰饥民捣毁税局。

１２﹐３０（一一，二四）冯国璋、龙济光、陈宧、汤芗铭电请登极。

１２﹐３１（一一，二五）

（１）袁世凯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２）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告日置益，拟派周自齐为赴日特使（以赠大正天皇大勋位为名。按

大正天皇于十一月十日举行加冕礼）。

（３）岑春烜自槟榔屿赴日本，今日抵香港，张耀曾等同行（岑先到上海，与梁启超晤谈，

再至东京晤孙中山，并与日人联络，由日本助以饷械）。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１６──中华民国五年丙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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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一一，二六）

（１）袁世凯公布【洪宪元年】度预算。

（２）袁世凯改总统府为【新华宫】。

（３）袁世凯策令孔令贻仍袭封衍圣公，并加郡王衔。

（４）云南都督唐继尧誓师讨袁。

１﹐２（一一，二七）

（１）策令外交次长曹汝霖仪同特任（中日交涉之酬）。

（２）李纯电请早登帝位。

１﹐３（一一，二八）

（１）袁世凯令各机关对外仍称民国，对内则书【洪宪】。

（２）陆宗舆与日外务省谈派遣特使来日事。

１﹐４（一一，二九）

（１）北京统率处，决对滇三路进兵，以第六师长马继曾为第一路司令，出湘西（除第六师

外，唐天喜之第七混成旅，范国璋之第二十师之一部，及安武军倪毓棻，郑均属之）；以第

七师长张敬尧为第二路司令，出四川（除第三师、第七师外，第八师王汝贤旅属之）

；以第三师长曹锟为两路总司令。另以粤桂军为一路，出桂西，以龙觐光为总司令。

（２）农商部设地质调查局。

１﹐５（一二，一）

（１）袁世凯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以帝制之利。

（２）袁世凯申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

（３）冯国璋、张勋、王占元、李纯、朱瑞、阎锡山、陆建章、陈宧、靳云鹏等通电讨唐继

尧。

（４）倪嗣冲电请早正大位。

１﹐６（一二，二）

（１）革命党人占博罗河源，攻惠州，邓铿攻夺九龙附近税关（

均陈炯明主持，炯明与柏文蔚、林虎、李烈钧、熊克武、谭人凤等在新嘉坡组织【水利促进

社】，谋在西南诸省举事。帝制事起，炯明自任广东都督谋驱龙济光，共分十路十八支队）。

（２）周自齐访梁士诒，商赴日事，梁劝其俄延时日，以观事变（梁并以英使与袁密谈纪录

示周）。

１﹐７（一二，三）

（１）袁世凯申令各省选拔精锐，听候调用。

（２）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电请另行表决国体，参政院议决驳复。

（３）广州发现陈炯明檄谕，革命党人占领龙川淡水。

１﹐８（一二，四）

（１）袁世凯以王占元为襄武将军，代张锡銮督理湖北军务，并于汉口设军事运输局，以王

为督办。又任命王金镜为第二师师长。

（２）段芝贵、陆荣廷、赵倜、孟恩远电请袁世凯早正大位。

（３）上海党人攻击漕河泾警察分所。

（４）上海交通银行总理张绍莲被刺殒命。

（５）绥远包头镇税关及萨拉齐县城为匪所陷。

１﹐９（一二，五）

（１）孙中山电告上海总机关部，日政府派青木海军中将来沪，嘱与联络。

（２）进步党东京分部通电反对帝政。

（３）陆荣廷电请袁世凯迅拨加饷，以安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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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一二，六）

（１）参政院奏请袁世凯速正大位。

（２）王占元、汤芗铭、靳云鹏等电请袁世凯早登大宝。

（３）陈箓电奏，外蒙活佛及官府已遵用洪宪年号。

（４）袁世凯令征滇军队严守纪律。

（５）任命伍祥桢（陈宧部第四混成旅长）为川南镇守使（驻叙州）。

１﹐１１（一二，七）

（１）朱庆澜等电请明诏正位。

（２）阎锡山电请早登大宝。

１﹐１２（一二，八）

（１）黔军分向湘川边境出动。

（２）革命党人在广州长堤掷置炸弹，拟炸电灯厂。

（３）河南巡按使田文烈等奏请将袁崇焕从祀关岳庙。

１﹐１３（一二，九）

（１）湖南叶德辉、符定一等请讨伐蔡唐，立颁登极诏书。

（２）陈宧电请迅即举行大典。

１﹐１４（一二，一０）

（１）海军总长刘冠雄赴上海及长江一带视察。

（２）张勋电请早膺大宝。

（３）日本公使日置益举行欢送周自齐会。

１﹐１５（一二，一一）

（１）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电日置益，拒绝中国特使周自齐。

（２）唐继尧致书梁启超，盼长江下游发动，并请策划外交及今后建国问题。

（３）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离任，改以刘显潜署理。

（４）以宜昌发现石龙，命妥为保护，并付史馆纪录。

（５）中华学术研究会之【民铎】杂志创刊（留日学生李石岑等主之，初为季刊，后改月刊，

原在东京，后移上海）。

１﹐１６（一二，一二）

（１）日使日置益照会外交部，请庆贺日皇加冕专使周自齐暂缓起行。

（２）新华宫发现图谋暗杀袁世凯案，内尉勾克明、内史沈祖宪、机要局主事沈进善被捕（袁

乃宽之子袁英主谋）。

（３）蔡锷自昆明率顾品珍、赵又新两梯团取道黔境进向四川。

（４）熊希龄应袁世凯召到北京（拟请熊疏通蔡锷，２﹐８熊南返）。

１﹐１７（一二，一三）

（１）广州日本总领事馆书记藤村赴云南视察。

（２）绥远土匪由包头东进，晋北大震。

１﹐１８（一二，一四）

（１）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刘云峰克四川横江场（次日克安边场）。

（２）武昌南湖驻军第一师谋举事不成。

（３）日本使馆副武官阪西利八郎奉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之命，要求晋见袁世凯。

（４）袁世凯申令停止贡献。

（５）袁世凯派内史阮忠枢赴徐州、南京，商调张勋、冯国璋部赴湖南。

１﹐１９（一二，一五）日本内阁会议决严重警告中国政府，延缓帝制，否则实力干涉（１

﹐１５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曾建议不论他国态度如何，日本不应承认中国帝制，并应准备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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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行动）。

１﹐２０（一二，一六）

（１）护国军左翼刘云峰部克四川叙州（川军师长刘存厚先行引退），北军旅长兼川南镇守

使伍祥桢退走。

（２）四川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叙永响应护国军（一作１﹐３１在纳溪）。

（３）美使芮恩施谒袁世凯，商行政改革及聘用外国专门人才等事。

１﹐２１（一二，一七）

（１）外交部通告各国公使，袁世凯暂缓登极。

（２）日外相石井告陆宗舆，谓日本阁议不承认中国帝制，应予延缓实行，如不见听，即自

由行动，派兵驻中国要地，承认云南为交战团，宣告中国政府妨害东亚和平。

（３）美使芮恩施电美国务院，主即行承认中国帝制政府。

（４）梁启超致书蔡锷，商迎岑春烜入滇（岑于四月前自新嘉坡经香港到上海）。

１﹐２２（一二，一八）外交部电驻美公使顾维钧，宫中内尉勾克明、内使沈祖宪因泄漏机

密被询，并无受贿行刺之事。

１﹐２３（一二，一九）

（１）日本海军中将青木奉命来华，考察时局。

（２）改京张、张绥铁路为京绥铁路。

１﹐２４（一二，二０）

（１）护国军右翼戴戡率滇军千人到贵阳。

（２）美国使馆武官赴云南视察。

（３）添设川边道尹。

（４）改江西庐山森林局为官商合办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５（一二，二一）

（１）袁世凯令各军分途进剿蔡锷。

（２）黑龙江索伦大火，蔓延五六百里。

１﹐２６（一二，二二）

（１）袁世凯公布【洪宪元年】度路电邮航四项特别会计预算。

（２）驻美公使顾维钧向华盛顿吉罗厂订购飞机发动机二十架（

１﹐１５参谋本部来电命购，本年１２﹐２１交运十架，１９１７﹐５﹐５运到）。

（３）任命黎天才为第九师，张永成署第十一师，陈光远署第十二师师长。

１﹐２７（一二，二三）

（１）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告独立，自任都督，以戴戡为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进向四川，

王文华为东路军总司令，进向湖南。

（２）任命陈树藩署陕北镇守使，殷鸿寿为苏常镇守使。

１﹐２８（一二，二四）

（１）梁启超派周善培自上海赴日本，晤犬养毅（梁初拟自往，谋借款购械，未果）。

（２）岑春烜到东京。

（３）以惠州乱平，加龙济光郡王衔。

１﹐３０（一二，二六）龙觐光到南宁，准备进攻云南。

１﹐３１（一二，二七）

（１）护国军中路赵又新、顾品珍入四川永宁，左翼刘云峰击败反攻叙州之北军冯玉祥。

（２）第三师曹锟部到重庆。

２﹐１（一二，二八）护国川军刘存厚部占领江安、南溪。

２﹐２（一二，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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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刘存厚宣布就任四川护国军总司令。

（２）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戴戡自贵阳进向四川。

２﹐３（一，一）

（１）护国军东路总司令王文华克湖南晃县，败北军第十八混成旅卢金山。

（２）留美学生胡适致书友人梅光迪，论文学改良。

２﹐６（一，四）护国川军刘存厚败北军熊祥生（原为刘部）冯玉祥旅，会合滇军进攻泸州。

２﹐７（一，五）

（１）革命党人朱执信等袭攻广州石湖村附近之兵工厂（２﹐９为龙济光军所败）。

（２）第八师长李长泰率部自北京南下赴鄂转往四川。

２﹐８（一，六）

（１）特任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免刘显世职，以唐尔锟为贵州护军使，暂署督办贵州军务。

（２）任命龙裕光为广惠镇守使。

２﹐１０（一，八）

（１）护国军刘存厚在泸州失利，刘第一路司令团长陈礼门战殁。

（２）四川将军陈宧派秘书胡鄂公赴湖南、江苏，联络汤芗铭、冯国璋，谋反袁。

（３）第七师长张敬尧到重庆。

（４）准都肃政史庄蕴宽辞职，以张元奇继。

２﹐１２（一，一０）

（１）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自奉天到北京，商出兵湖南事。

（２）辟奉天锦县为商埠。

２﹐１３（一，一一）派蒋雁行到南京协办军务（监视冯国璋）。

２﹐１４（一，一二）

（１）日本临时阁议决定向俄提议将中东铁路之一部（哈长段）让与日本，及日俄同盟商订

方针（２﹐１８）。

（２）护国军右翼（黔军）熊其勋团自贵州松坎进攻四川綦江（

此后成相持势）。

（３）护国军王文华部三路（共三团）进攻湘西。

２﹐１５（一，一三）

（１）日本阁议拒绝袁世凯所派专使。

（２）护国军王文华部克湖南黔阳（翌日克洪江，团长吴传声阵亡）。

（３）北军第七师张敬尧袭击四川纳溪，为川滇军所败。

２﹐１６（一，一四）

（１）护国军王文华部团长卢焘克湖南麻阳。

（２）新疆督军杨增新杀其副官长夏鼎、炮兵营长李寅（传夏、李谋响应云南）。

（３）袁世凯告美使芮恩施，将制订宪法。

２﹐１７（一，一五）

（１）公使团质问外交部，平定内乱是否有期。

（２）护国军王文华占领湖南芷江，与袁军第六师马继曾相持。

２﹐１８（一，一六）

（１）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向俄外部提议以中东铁路哈长段让与日本，日本愿供给俄国武

器，订立同盟。

（２）蔡锷以罗佩金为护国第一军左翼总司令。

２﹐１９（一，一七）

（１）英日俄法四使集议，对南北双方取公平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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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袁世凯设临时军务处于统率办事处。

（３）革命党人袭击长沙将军署。

（４）陕西匪陷延川。

（５）驻英公使施肇基与比国电车铁路合股公司订立陇海铁路短期借款合同，总额一千万佛

郎。

（６）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宋汉章出走（以存款为政府提用）。

２﹐２０（一，一八）

（１）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自昆明出发，取道蒙自进向广西。

（２）孙中山与日人久原房之助订立借款七十万日元。

（３）外交部奏准设英属北婆罗洲总领事。

２﹐２１（一，一九）

（１）袁世凯特封川军旅长熊祥生二等男，北军旅长李炳之、吴佩孚三等男，王承斌为一等

轻车都尉世职。

（２）蔡锷电促唐继尧添发子弹。

２﹐２２（一，二０）陆荣廷之代表唐绍慧及唐继尧之代表李宗黄晤梁启超于上海，邀梁赴

广西。

２﹐２３（一，二一）

（１）袁世凯申令缓正大位，并不许呈递吁请早正大位文电。

（２）蔡锷抵四川纳溪督战，赵又新、顾品珍部会同川军刘存厚与北军熊祥生、李炳之旅、

张敬尧师、川军周骏师激战。

２﹐２４（一，二二）

（１）蔡锷再电唐继尧补充弹药士兵。

（２）湖南将军汤芗铭杀中华革命党人杨玉鹏。

（３）任命冯国璋为第二十师师长。

（４）扩充京师师范学校。

２﹐２５（一，二三）

（１）陆征祥将变更国体照会底稿咨送驻外各使密存，俟皇帝即位定期，再照会驻国政府。

（２）头山满召集日本各政党代表，会议对华方针。

２﹐２６（一，二四）北军第一路司令兼第六师长马继曾在辰州自杀。

２﹐２７（一，二五）

（１）陆荣廷电请袁世凯速拨饷械，并希征滇黔军队勿经广西。

（２）北军张敬尧援泸州，与护国军赵又新、顾品珍激战。

（３）令各省平治道路。

２﹐２８（一，二六）

（１）袁世凯定五月一日为立法院议员召集期。

（２）袁世凯令以国民会议复选当选人为立法院复选当选人。

（３）令于北京设立高等警官学校。

２﹐２９（一，二七）

（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闭会。

（２）护国军败北军张敬尧部于四川纳溪。

３﹐１（一，二八）

（１）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晤梁启超，商讨袁事，并为设法赴广西。

（２）中日吉长铁路条约签字。

（３）奉天兴业银行连日挤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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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停发大典筹备费。

３﹐２（一，二九）

（１）龙觐光军第一路司令李文富攻占云南剥隘。

（２）公布外交官领事官官制。

３﹐３（一，三０）北军冯玉祥旅再占四川叙州，滇军刘云峰退横江。

３﹐４（二，一）梁启超自上海乘日船密赴香港转广西，汤叡、蓝公武、蒋方震、吴贯因、

黄群（溯初）等同行（梁等均冒充日人）。

３﹐６（二，三）

（１）北军第一路司令第六师师长周文炳攻占湖南麻阳。

（２）蔡锷以纳溪战事未能得手，补给困难，叙州又复失守，所部自纳溪南退叙永。

３﹐７（二，四）

（１）袁世凯特派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以陈炳焜兼护督理广西军务（分化陆陈）。

（２）北军第二路司令张敬尧，旅长吴佩孚占四川纳溪。

（３）以克叙州功，特封冯玉祥三等男。

（４）革命党人朱执信攻广州长洲炮台及【肇和】军舰。

（５）梁启超抵香港（未登岸。３﹐１２赴海防）。

（６）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树立在华霸权，推翻袁世凯，承认中国南北两军为交战团体，默许

日本民间援助南军。

（７）日本派崛内为驻云南领事。

３﹐８（二，五）

（１）日美报载袁世凯中风。

（２）川军第一师周骏部团长刘湘占四川江安（明日护国军退出南溪）。

（３）司法部通饬各厅宽遇女犯。

３﹐９（二，六）

（１）以克复纳溪，授张敬尧勋三位，加上将衔，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升中将。

（２）龙体干之定滇军合匪陷云南个旧。

（３）革命党人在广东顺德起事。

３﹐１０（二，七）

（１）蔡锷、刘存厚两部分别退集叙永大洲驿及古宋安宁桥。

（２）龙体干之定滇军进攻蒙自。

（３）袁世凯特派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

（４）公布【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条例，债额二千万元。

３﹐１１（二，八）

（１）公布颁爵条例。

（２）袁世凯特派曾鉴为川南宣慰使。

（３）李根源、杨永泰访梁启超于香港，商与岑春烜合作。

３﹐１２（二，九）

（１）护国军第二军李烈钧联合桂军旅长马济、陆裕光大破龙觐光于百色（是日袁世凯任命

龙督理云南军务兼巡按使）。

（２）四川第二师师长锺体道在顺庆宣布独立。

（３）任命林长民为立法院秘书长。

３﹐１３（二，一０）

（１）广西将军陆荣廷、桂林镇守使陈炳焜及梁启超等电请袁世凯即日辞职。

（２）孙中山令居正速在山东起事，占领济南，并告以山西阎锡山、孔庚亦可相助（时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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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３）蔡锷电促北军旅长冯玉祥、伍祥桢迫陈宧独立。

（４）北军第一路司令周文炳攻占湖南麻阳。

３﹐１４（二，一一）梁启超之代表汤叡到广西梧州。

３﹐１５（二，一二）陆荣廷、陈炳焜等宣布与滇黔联合维持共和（自梧州发出）。

３﹐１６（二，一三）

（１）梁启超自香港密抵越南海防（即赴广西）

。

（２）滇军张开儒、赵世铭败龙体干，解蒙自围。

３﹐１７（二，一四）

（１）袁世凯召见梁士诒，商撤消帝制。

（２）龙觐光通电辞去云南查办使，赞助共和。

（３）代理奉天日本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电告外务省，日人策动宗社党起事。

３﹐１８（二，一五）护国黔军占湖南永顺。

３﹐１９（二，一六）

（１）滇军赵世铭克个旧（进扰元山、邱北、师崇、弥勒之龙觐光部亦为黄毓成所败）。

（２）革命党人谋于通州举事不成。

３﹐２０（二，一七）

（１）袁世凯发现冯国璋、张勋、李纯、靳云鹏（山东）、朱瑞（浙江）等联合各省速行取

消帝制之密电。

（２）袁世凯召国务卿、各部总长、参政等商撤消帝制（原拟即下令，袁克定阻止）。

（３）特任龙觐光督理云南军务，兼署云南巡按使。

（４）授冯玉祥为陆军中将。

（５）护国川军自叙永大宋反攻纳溪江安。

３﹐２１（二，一八）

（１）袁世凯召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会商（黎不到）。

（２）特任李厚基为建武将军，仍督理福建军务。

（３）护国滇军顾品珍、赵又新再败北军张敬尧师，进围纳溪（

一说占领纳溪）。

３﹐２２（二，一九）

（１）袁世凯撤销承认帝位案，发还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

（２）召集代行立法院临时会。

（３）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

（４）护国川军刘存厚部再占江安。

（５）陆荣廷自南宁到梧州。

（６）山东肥城县因清赋苛严，聚众暴动（东平、东阿、平阴等继之）。

３﹐２３（二，二０）

（１）袁世凯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民国五年。

（２）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

（３）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电陆荣廷、唐继尧、梁启超、蔡锷请先取消独立，撤回滇黔

桂三省部队，派遣代表来京，共图善后（

该电系袁世凯所发）。

（４）四川将军陈宧之代表刘一清、雷 晤蔡锷于叙永大洲驿，商停战。

（５）孙中山自东京电告山东居正，即汇款并运械。



- 118 -

３﹐２５（二，二二）

（１）袁令朱启钤退还皇帝推戴书于参政院。

（２）代行立法院（参政院）议决因推戴皇帝案失效力各法令仍旧回复其效力。

（３）护国黔军王文华部再占湖南麻阳。

（４）护国川军刘存厚部再占南溪。

３﹐２６（二，二三）

（１）护国军提出停战条件，要求袁世凯应即日退位。

（２）唐绍仪电斥袁世凯不得再居总统之职，总统继承应依约法规定。

（３）梁启超自海防赴广西南宁。

（４）护国军攻占四川彭水。

（５）陕西匪陷白水。

３﹐２７（二，二四）

（１）袁世凯愧愤成疾（日报谓袁病失音，疑系中毒）。

（２）申令民国所有现行各法令，仍一律继续施行。

（３）唐继尧之代表李宗黄晤冯国璋（李得日武官青木之助，乘日军舰自上海来南京，事先

由孙洪伊代为安排）。

（４）何海鸣联合团长莫擎宇攻入潮州。

（５）交通总长梁敦彦、财政总长周学熙与俄国道胜银行签订滨黑（哈尔滨至黑河府瑷珲）

铁路合同，总额五十万卢布。

３﹐２８（二，二五）

（１）梁启超自镇南关电陆荣廷等，请坚持袁世凯退位主张。

（２）蔡锷电促唐继尧、刘显世增援。

（３）广东钦廉镇守使隆世储、道尹冯相荣宣布独立。

３﹐２９（二，二六）

（１）袁世凯焚毁关于帝制文书八百四十件。

（２）任命陈树藩为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３）日本派领事驻广西桂林。

３﹐３０（二，二七）

（１）四川将军陈宧电蔡锷，赞成倒袁，行联邦制，举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一人为总统。

（２）粤军团长莫擎宇在潮汕宣布独立，称潮梅护国军总司令，镇守使马存发逃。

（３）日本太仓喜八郎以百万日元济前清肃亲王善耆之宗社党。

３﹐３１（二，二八）

（１）湘境护国军失利，退出沅州。川境护国军刘存厚部占南溪。

（２）蔡锷、陈宧商定川省停战。

４﹐１（二，二九）

（１）袁世凯令国民会议与立法院议员选举，仍分别办理。

（２）川湘边境停战。

（３）第十二师陈光远（模范团改编）由京汉铁路南开。

（４）北京拱卫军一部哗变。

（５）日本派驻云南领事崛内到任（唐继尧开会欢迎）。

（６）改派都护使陈箓为册封库伦活佛专使。

４﹐２（二，三０）

（１）代行立法院撤销国民总代表名义及其决定之君主国体案。

（２）四川北军旅长冯玉祥与蔡锷联合，谋倒袁拥冯（国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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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蔡锷电复黎元洪等，劝袁世凯引退。

（４）蔡锷电唐继尧速与日本订约购械，并派员驻日本。

（５）任命殷恭先署皖北镇守使。

４﹐４（三，二）

（１）孙中山电山东居正，如能占领济南，即亲来。

（２）梁启超到广西南宁。

４﹐５（三，三）

（１）广东兵舰【宝璧】、【江大】、【江固】

归附护国军，由魏邦平统率，准备会同民军徐勤、王和顺等攻广州省城。

（２）蔡元培、李煜瀛等之【华工学校】在巴黎开学。

４﹐６（三，四）广东将军龙济光被迫宣布独立。

４﹐７（三，五）

（１）蔡锷陈宧各派代表在纳溪会议继续停战。

（２）广东民军占领英德，截劫粤汉铁路火车。

（３）驻美公使顾维钧与美商利希格金生公司成立借款五百万美金。

４﹐８（三，六）

（１）陆荣廷、梁启超自南宁东赴梧州。

（２）徐勤自香港到广州。

４﹐１０（三，八）特任张勋兼署督理安徽军务，倪嗣冲为长江巡阅副使。

４﹐１１（三，九）驻日公使陆宗舆商请日外相石井援助袁世凯。

４﹐１２（三，一０）

（１）广东护国军领袖徐勤、谭学夔、广州警察厅长王广龄、广西代表汤叡与龙济光之代表

济军统领贺文彪、潘斯凯、蔡春华、警卫军统领颜启汉等会议于海珠，汤、谭、王等被颜等

枪杀，徐勤走沙面（此系梁士诒之弟士吁及龙济光预谋）。

（２）浙江第二旅旅长童葆暄、警察厅长夏超、营长陈肇英逐走将军朱瑞。推屈映光任总司

令（原推为都督，屈不受，仅允以巡按使名义兼浙江总司令，并密电袁世凯报告，至４﹐１

７始被迫改称都督）。

（３）四川第二旅长锺体道在南充独立。

（４）准参政杨度、孙毓筠、张镇芳辞职。

４﹐１３（三，一一）

（１）陆荣廷、梁启超自南宁到梧州。

（２）任命颜惠庆兼驻瑞典公使。

４﹐１４（三，一二）

（１）杨虎、蒋中正奉陈其美命占领江阴炮台，宣布独立，萧光礼、尤民为司令。

（２）袁世凯勉屈映光，加将军衔，命兼署督理浙江军务。

（３）广东巡按使张鸣岐到梧州，代龙济光向陆荣廷、梁启超解释海珠事变。

（４）岑春烜自日本归，本日过香港，秘密赴肇庆，李根源、章士钊、温宗尧、周善培、杨

永泰同行。

（５）任命黄国瑄署四川巡按使。

４﹐１５（三，一三）吉林分设宝清县治。

４﹐１６（三，一四）

（１）冯国璋电袁世凯，语多愤愤，并隐讽其退位。

（２）梁启超电复梁士诒，劝袁世凯勿怙权位。

（３）匪陷湖南平江，戕县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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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７（三，一五）

（１）冯国璋、张勋宣布调停时局办法大纲八件（承认袁仍居总统之位，慎选议员，重开国

会，惩办奸人，编定军队，遵守元年约法，各省将军巡按使照旧供职，撤回川湘前敌各军，

大赦党人）。

（２）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对陆宗舆表示，如袁世凯下野，可在日本居住，并予以保护。

（３）准免参政院副院长汪大燮职。

（４）革命党人在安徽大通起事，失败。

４﹐１８（三，一六）

（１）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等宣布袁世凯已丧失总统资格，应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

（２）四川将军陈宧电告徐世昌等，调解不成。

（３）革命党人何嘉禄在江苏吴江独立。

４﹐１９（三，一七）

（１）张鸣岐与陆荣廷、梁启超商定推岑春 为两广都司令，龙济光仍督粤，蔡乃煌处死刑，

实行北伐。

（２）奉天将军段芝贵为师长张作霖所逐，离沈阳西去。

（３）山东省政府与美国广益（裕中）公司订立运河借款三百万元合同。

４﹐２０（三，一八）

（１）刘冠雄率领自天津南驶之运兵船【新裕】

与护航之军舰【

海容】在温州海面相撞，【新裕】沉没，死七百余人。

（２）陕西民军李岐山等举事，攻富平，占三原。

（３）中义订立公断条约。

（４）中荷公断条约互换。

４﹐２１（三，一九）

（１）公布制定政府组织令，以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各部总长皆为国务员，树立责

任内阁先声。

（２）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电请各国领事馆各国公使，设法保护黎元洪，使重

获自由。

４﹐２２（三，二０）

（１）特任段祺瑞为国务卿（徐世昌因谋和不成，辞职）。

（２）特任钱能训为平政院将军。

（３）特任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为盛武将军，倪嗣冲署安徽巡按使（李兆珍调京）。

（４）特派周自齐督办中国银行事宜。

（５）孙中山自东京电山东居正，以后举动，表面宜避与日人有关系。

４﹐２３（三，二一）

（１）特任段祺瑞兼陆军总长，陆征祥为外交总长，王揖唐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

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大半由梁士诒决定），王士珍

为参谋总长，庄蕴宽为审计院长。

（２）特任张作霖暂署督理奉天军务，兼代理巡按使。

（３）任命夏诒霆代理外交次长。

（４）刘冠雄率北军由海道到福建。

（５）苏军攻占吴江。

４﹐２４（三，二二）

（１）广东龙济光枪毙帮办广东军务粤闽苏赣禁烟督办蔡乃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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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５﹐２２）。

（２）陆荣廷、梁启超、张鸣岐自梧州抵肇庆（陆晤岑春 后，即返梧州）。

（３）革命党人在江西玉山宣布独立（寻占广丰）。

（４）江苏金山警兵受革命党人运动，哗变。

４﹐２５（三，二三）

（１）冯国璋电未独立各省，互相联络，再事调停。

（２）革命党人居正聘日人阪本寿一为飞艇教官。

（３）革命党人在江西上饶独立（一作４﹐２７）。

（４）任命冯德麟为帮办奉天军务。

４﹐２６（三，二四）

（１）冯国璋电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劝袁敝履尊荣，亟筹自全之策。

（２）苏军攻克江阴，萧光礼等败走。

（３）江苏太仓驻军独立，未成。

（４）任命张弧为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吴鼎昌为农商次长。

（５）任命王揖唐督办京都市政事宜。

４﹐２７（三，二五）

（１）陆荣廷、龙济光等通电拥岑春烜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

（２）唐继尧电复冯国璋坚主袁世凯退位。

（３）将军府参军前陕西东征都督张钫被河南将军赵倜拘捕。

（４）湖南零陵镇守使望云亭独立，称湘南护国军总司令。

（５）孙中山由日本返上海。

（６）盛宣怀卒于上海，年六十八岁。

４﹐２８（三，二六）

（１）冯国璋电劝独立各省罢兵。

（２）奉天桓仁庄河二县独立（旋失败）。

４﹐２９（三，二七）

（１）山东将军靳云鹏电劝袁世凯辞职。

（２）任命吴鼎昌署造币总厂监督。

４﹐３０（三，二八）长江巡阅使张勋电唐继尧，主袁世凯留任总统。

５﹐１（三，二九）

（１）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于肇庆，岑春烜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

章士钊为秘书长，温宗尧为外交局长，杨永泰为财政局长，钮永建为军事代表，谷锺秀为政

治代表，蒋方震为作战计划主任，公布宣言，不分党派省派，一致讨袁（孙中山电岑赞同其

主张，并劝勿与龙济光部生衅）。

（２）冯国璋修正其４﹐１７之八条主张（要点为袁暂任总统至国会开幕，严定国会议员资

格，修改民元约法等。旅沪各省人士唐绍仪、谭延闿、汤化龙、胡景伊、谷锺秀、张耀曾、

唐文治、张其锽、吴景濂等通电驳斥）。

（３）特任郭宗熙为吉林巡按使。

５﹐２（四，一）

（１）岑春烜、梁启超发表告爱国诸军人书。

（２）奉天将军张作霖通电主袁留任。

（３）特任范守佑署湖北巡按使。

５﹐３（四，二）

（１）四川将军陈宧电劝袁世凯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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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梁启超电黎元洪及各都督总司令坚持袁世凯退位，由黎继位。

（３）特任毕桂芳署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由许兰州护理，代朱庆澜）。

５﹐４（四，三）

（１）湖南将军汤芗铭通电，主袁世凯退职，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

（２）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世凯退位。

（３）康有为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倡议复辟（５﹐５梁启超发表【辟复辟论】）。

（４）革命党人在湖南湘乡独立，未成。

（５）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得日本之助，自青岛到潍县，攻击东城，另支攻周林，居正任总司

令（袁军第五师张树元据西城，又即墨等县亦起事）。

５﹐５（四，四）

（１）冯国璋到蚌埠、徐州，晤倪嗣冲、张勋。

（２）屈映光去职，嘉湖镇守使吕公望被推为浙江都督，周凤岐、童葆暄、张载阳、夏超等

分任师长、镇守使、警务处长。

（３）革命党人陈其美袭攻吴淞警舰，未成。

（４）桂军占湖南宝庆。

（５）直隶昌县涿州人民捣毁清丈事务所。

（６）山东潍县日人与第五师发生争执。

５﹐６（四，五）

（１）冯国璋、张勋、倪嗣冲通电发起南京会议。

（２）袁世凯电陈宧，允退位，惟须先商善后办法。

（３）梁启超偕李根源、张鸣岐及日本领事太田到广州（太田至自广州，劝梁与龙济光面商

一切）。

（４）陆荣廷通电，实行北伐。

（５）济南革命党人得日人之助，攻击将军署。

（６）陕西陈树藩部营长胡景翼败陕西第一旅旅长陆承武，俘之（承武为陕西将军陆建章之

子）。

（７）桂军占湖南武冈。

（８）粤军占福建永定。

（９）任命傅良佐为陆军次长。

（１０）任命王式通为国务院秘书长。

５﹐７（四，六）

（１）蔡锷电复陈宧，袁世凯退位后可暂以黎元洪继任，再召集民国二年国会，选段祺瑞为

总统（同日以此议电告梁启超）。

（２）蔡锷电唐继尧、刘显世，不赞成粤桂组织政府，推举首长。

５﹐８（四，七）

（１）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于肇庆，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烜为副抚军长，摄行抚军长职权，

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刘显世、李烈钧、陈炳焜为抚军，梁启超兼政务委员长，

唐绍仪为外交专使，李根源为北伐联合军都参谋（上海方面于梁之出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颇

为不满）。

（２）护国军军务院宣布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３）孙中山在上海宣言，与各方协同一致讨袁，尊重约法，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

大主义，并通告汉口田桐、山东居正、香港朱执信，暂沿用五色旗，俾不致与滇黔等省有所

猜疑。

（４）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占领山东安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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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改政事堂为国务院。

（６）任命马良署湖南镇守使。

５﹐９（四，八）

（１）陕北镇守使陈树藩在蒲城宣布独立，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

（２）蔡锷电复段祺瑞、王士珍：一、袁立即退位由黎元洪继任；二、如黎难胜任，可托辞

辞卸，以国务总理摄政；三、撤退前敌军队，南北共商善后；四、以特别条件规定选新总统。

（３）孙中山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强调尊重约法。

（４）黄兴自美国抵东京，李书城同行。

（５）革命党人占湖南衡山。

５﹐１０（四，九）

（１）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吕子人部占领山东高密。

（２）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张学济占湖南干城。

（３）程潜就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时程在靖县）。

５﹐１１（四，一０）军务院布告，俟国务院依法成立时，军务院立即撤废。

５﹐１２（四，一一）

（１）国务院令中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付现款（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不

奉命）。

（２）四川将军陈宧再电袁世凯，请即日宣告退位。

（３）云南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张开儒、方声涛部到广东肇庆（拟入江西）。

（４）黄兴通电，盼协力讨袁。

５﹐１３（四，一二）交通部与美国广益公司订立江苏运河借款三百万元合同。

５﹐１４（四，一三）

（１）山东民军薄子明占领平度、即墨。

（２）督办湖南矿务郭人漳部矿警与汤芗铭部战于长沙，失利。

（３）惠民公司经理梁汝成与法国军部代表陶履德签订招募华工合同，赴欧参战（共二十余

万人）。

５﹐１５（四，一四）

（１）袁世凯电冯国璋等切实讨论，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善办法。

（２）革命党人以飞机一架袭济南将军府。

（３）山东第五师长张树元与革命军居正议和。

５﹐１６（四，一五）

（１）袁世凯患腰痛及枕骨痛，饮食锐减，不能成寐。

（２）陕北镇守使陈树藩入西安（５﹐１８称都督，陆以其子承武被俘与陈言和）。

（３）济南革命党人攻击第五师及将军署未能得手，退向日本车站。

５﹐１７（四，一六）

（１）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山西、

福建、热河等十七省区代表应冯国璋电召，会议于南京，多主袁世凯退位。

（２）袁世凯电冯国璋、张勋、倪嗣冲，盼切实研求善后办法，速定方针。

（３）梁启超自广东赴上海。

（４）特任曹汝霖兼署外交总长（准陆征祥请假一月）。

（５）交通总长曹汝霖与美国裕中公司及西姆斯卡来公司订立美金一千万元铁道借款合同。

５﹐１８（四，一七）

（１）陈其美在上海被刺殒命（袁世凯主使），年四十岁。

（２）军务院第二次宣言拥护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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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９（四，一八）

（１）山东将军靳云鹏电劝袁世凯退位。

（２）倪嗣冲到南京，坚主维持袁世凯之总统地位。

（３）黄兴自东京致书上海黄郛，嘱以全力收复海军，并与唐绍仪接洽。

（４）北军旅长冯玉祥自叙州撤抵成都。

５﹐２０（四，一九）

（１）冯国璋电劝袁世凯退位。

（２）桂军入衡州，倪毓棻所率皖军北退。

（３）陕西将军陆建章离西安东去。

（４）新任奉天军务帮办冯德麟自广宁率部到沈阳（冯不甘居张作霖下，多所要挟，几决裂，

至６﹐１１张一切允其请，冯始就职）。

（５）梁启超自粤抵上海。

（６）特任周自齐署财政总长。

５﹐２１（四，二０）

（１）南京会议无结果，决定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参加，续商总统问题。

（２）蔡锷电刘云峰、雷 两梯团归陈宧指挥。

５﹐２２（四，二一）四川将军陈宧宣布与袁世凯断绝关系，改称四川都督。

５﹐２３（四，二二）

（１）孙中山电命居正、田桐、朱执信等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并另电岑春烜约束济军，泯

息内争。

（２）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参谋长为蒋中正）攻击山东潍县第五师师长张树元，

因日本军官之干涉，退至城外二十里之庞家庄。

（３）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在凤凰独立，称湘西护国军总司令（一作５﹐１３）。

（４）袁世凯痛斥陈宧，令即开缺来京，筹商善后，以重庆镇守使周骏督理四川军务，曹锟

督办四川防务，张敬尧帮办四川防务。

（５）蔡锷推梁启超为滇黔桂三省总代表（刘显世等原拟推蔡为滇黔总代表）。

５﹐２４（四，二三）袁世凯病，未视事。

５﹐２５（四，二四）

（１）张勋、倪嗣冲通电拥护袁世凯，否则以兵戎相见（徐世昌曾电张、倪，谓民党煎迫，

不如以大政归还清室，袁仍居总理大臣之职，领握军权）。

（２）梁启超电唐继尧蔡锷等，积极进军，迫袁退位。

（３）山东革命军邓天一、陈中孚等攻击济南将军署（时吴大洲、薄子明与居正失和，分称

护国军山东都督及总司令）。

（４）革命党人占据福建连江（旋败退）。

（５）任命王陵基（周骏部旅长）为重庆镇守使。

５﹐２６（四，二五）

（１）冯国璋电陆荣廷，谓副总统名义应随大总统资格同时消灭（６﹐３陆驳之）。

（２）上海陆军学生数十人乘日轮赴山东，助居正。

（３）驻湖南岳州之安武军哗变。

（４）湖北巴东警备队哗变。

５﹐２７（四，二六）

（１）唐继尧通电，力主袁世凯退位（唐加派黄毓成部入川）。

（２）冯国璋再电独立各省，商停战。

（３）奉天将军张作霖遇炸未中（刺客为宗社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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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８（四，二七）

（１）袁世凯病重，颜色憔悴。

（２）张勋通电准备出兵，愿自任督师。

（３）第五师长张怀芝攻占山东临淄。

５﹐２９（四，二八）

（１）湖南将军汤芗铭宣告独立，改称都督（事先由芗铭之兄化龙与谭延闿、唐蟒等洽商，

仍以芗铭为湘督）。

（２）袁世凯宣布帝制案始末。

５﹐３０（四，二九）

（１）袁世凯以张怀芝为济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免靳云鹏）。

（２）任命刘湘为四川第一师（即第十五师）旅长。

６﹐１（五，一）

（１）袁世凯令中国交通两银行纸币依旧行使。

（２）蔡锷电冯国璋允停战，如袁退位，不为已甚。

（３）革命党人杨子元在奉天西安宣布独立。

６﹐２（五，二）

（１）岑春烜、陆荣廷等通电；（一）袁不退位，决无调停可言；（二）黎元洪继任；（三）

否则不停止军事行动；（四）拥护约法，保障国会。

（２）倪嗣冲到汉口，准备攻湘。

６﹐３（五，三）

（１）袁世凯病笃，饮食即吐，小便癃闭。（是日接汤芗铭电，不认其为总统）。

（２）岑春烜梁启超通电，痛陈袁退位利害。

（３）李烈钧部滇军自肇庆清远至潜江。

（４）汤芗铭以曾继梧为湖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陈复初、赵恒惕为师长（梯团长）。

６﹐４（五，四）

（１）袁世凯病不能支。

（２）熊希龄劝袁世凯速定退位之计。

（３）革命党人再攻济南。

６﹐５（五，五）

（１）袁世凯猝晕，逾时始平（中午），即召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口述遗令，遵照约法，

以副总统继任。

（２）革命党人攻占奉天兴京。

６﹐６（五，六）

（１）袁世凯死（上午十时十五分），年五十八岁。

（２）英日法俄义比公使访段祺瑞，表示希望黎元洪继任总统。

（３）国务院通电，遵袁世凯遗令依约法（新约法）以副总统代行职权。

（４）特任章宗祥兼署农商总长。

（５）申令停缓地方苛细杂捐。

６﹐７（五，七）

（１）副总统黎元洪就大总统任（是日国务院通电谓黎遵依约法接任大总统职权）。

（２）令京外文武官吏仍旧供职。

（３）令国务院拟议袁世凯丧葬典礼，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意。

（４）张勋通电保境卫民。另电张作霖，主拥宣统复辟。

（５）倪嗣冲以袁世凯卒，率军离岳州返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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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陕西陈树藩取消独立。并请对袁世凯饰终典礼从丰，兼优待其家属。

（７）李烈钧部张开儒师占韶州。

（８）蔡锷宣布周骏罪状。

（９）梁启超电段祺瑞冯国璋，请速奉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

（１０）梁启超电独立各省都督，主助段祺瑞收拾北方（时梁在上海）。

（１１）梁士诒潜离北京。

６﹐８（五，八）

（１）岑春烜电辟国务院援用新约法，由黎代行总统职说。

（２）梁启超电请黎元洪委任段祺瑞组织内阁。

（３）江苏将军冯国璋所召集之南京会议解散。

（４）四川陈宧取消独立。

（５）奉天党人占昌图。

（６）美总统威尔逊电唁袁世凯之丧，并贺黎元洪（６﹐２６威氏参加中国使馆为袁举行之

追悼礼）。

６﹐９（五，九）

（１）长江巡阅使张勋邀前在南京会议之直豫晋皖奉吉黑七省代表在徐州会议，议决：一、

尊重清室优待条件；二、保全袁世凯家属生命财产及其身后荣誉；三、速行组织国会，施行

完全宪政；四、电劝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否则武力对待；五、抵制暴烈分子参预政权；六、

严整兵卫，保全地方；七、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合筹军饷；八、电请政府罢除苛

细杂捐；九、中央如有弊政，应合力电争；十、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取同一态度（张之参

谋长万绳栻所策划，是为第一次徐州会议）。

（２）孙中山电黎元洪，请恢复约法，尊重国会，屏除一切僭制妄作，从事建设。又电山东

居正按兵不动。

（３）黄兴自日本电黎元洪，请恢复民元约法，召集国会，严惩祸首。

（４）四川护国军败周骏，克内江（６﹐１０克资中）。

（５）广东龙济光取消独立。

（６）任命田中玉署察哈尔都统。

６﹐１０（五，一０）

（１）唐继尧电黎元洪，要求恢复民元公布约法，召集民二解散国会，惩办帝制祸首，撤回

抵抗护国军之军队，召集军事会议，筹商善后。

（２）梁启超电独立各省：一、规复旧约法；二、速集国会；三、任段祺瑞改组新阁；四、

裁判帝制祸首。

（３）孙中山电山东居正（６﹐９）、香港朱执信罢兵。

（４）张勋电陆军部次长田中玉等，否认主张清室复辟。

（５）裁撤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

（６）特任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兼署巡按使。

（７）举行文官高等考试。

（８）日本政友会总理原敬、国民党总理犬养毅、同志会总理加藤高明联合发表外交国务协

议书。

６﹐１１（五，一一）安徽倪嗣冲捕杀党人赵政等十二人。

６﹐１２（五，一二）

（１）奉军旅长张天喜退出湖南。

（２）湖南宁乡兵变。

６﹐１３（五，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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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岑春烜、陆荣廷等电黎元洪：（一）总统系继任，非代行职权；（二）拥护民元约法；

（三）恢复国会；（四）组织新内阁。

（２）孙中山分电山东民军（吴大洲薄子明）福建民军，停止军事进行，又电东京黄兴，询

时局意见。

（３）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

（４）蔡锷进驻泸州。

６﹐１４（五，一四）

（１）蔡锷电请黎元洪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改组正式内阁，开军事会议，惩办帝制余

孽。

（２）岳州北军撤退。

６﹐１５（五，一五）

（１）冯国璋通电赞成恢复元年约法，重开国会（梁启超曾派范源廉说冯）。

（２）北军第二十师范国璋退出湖南。

（３）任命张士钰为陆军次长。

６﹐１６（五，一六）

（１）令各省停战。

（２）护国军魏邦平攻占广东江门。

（３）四川周骏自称蜀军总司令，进兵成都，迫陈宧去职，第十六混成旅长冯玉祥阻之（周

骏受段祺瑞嗾使）。

（４）任命权量署交通署长。

６﹐１７（五，一七）

（１）黎元洪电孙中山，赞同其６﹐９意见。

（２）新任俄使库达摄夫呈递国书。

６﹐１８（五，一八）

（１）福建革命党人占罗源、屏南、政和、松溪、浦城、南平各县。

（２）法使向外交部催让天津老西开地方。

６﹐１９（五，一九）

（１）孙中山电黎元洪，请早恢复约法、国会。

（２）李烈钧部滇军张开儒师到广东韶州，逐走韶州护守使朱福全。

（３）裁撤京师军政执法处。

（４）奉天复县、盖平、海城、东丰先后为胡匪所陷。

６﹐２０（五，二０）

（１）张勋通电，反对惩办帝制祸首，以免南北仇衅相寻。

（２）广东滇军攻占英德。

（３）江西革命党人占寻邬。

（４）湖南宝庆兵变。

（５）章炳麟获释。

６﹐２１（五，二一）

（１）特任龙济光兼署广东巡按使。

（２）税务督办梁士诒免职。

６﹐２２（五，二二）

（１）段祺瑞通电，反对恢复民元约法，仍以民三约法为行政标准。

（２）蔡锷电黎元洪请遵用民元约法。

（３）黄兴自日本返上海。



- 128 -

（４）蔡元培、李煜瀛等之华法教育会成立于巴黎（３﹐２９发起）。

６﹐２３（五，二三）

（１）孙中山函劝段祺瑞规复约法尊重国会。

（２）公祭袁世凯，由段祺瑞代表政府主祭。

（３）特任陈锦涛为财政总长，孙宝琦为税务督办。

６﹐２４（五，二四）

（１）特任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曹锟会办四川军务，王陵基为

重庆镇守使，召陈宧、周骏来京。

（２）河南匪陷光山。

６﹐２５（五，二五）

（１）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宣布加入护国军，

要求恢复民元约法，民二国会。

（２）蔡锷命罗佩金援成都陈宧，并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进攻成都。

（３）唐绍仪、梁启超、温宗尧、王宠惠电请黎元洪罢斥龙济光。

（４）章炳麟离北京南下（７﹐５到杭州，按章于二年七月被袁幽禁，本年六月二十日恢复

自由）。

（５）任命孔庚为晋北镇守使。

６﹐２６（五，二六）

（１）唐绍仪、梁启超电段祺瑞，劝即复元年约法，驳其６﹐２２电。

（２）陈宧因周骏压迫，退出成都，旅长冯玉祥伍祥桢同行。

（３）孙中山电四川石青阳，按兵勿动，静候黎元洪解决。

（４）孙中山电请黎元洪罢斥龙济光。

（５）美使芮恩施促国务卿兰辛对中国贷款。

６﹐２７（五，二七）

（１）河南嵩县兵变。

（２）湖北将军王占元以步枪二千枝接济四川周骏。

６﹐２８（五，二八）

（１）袁世凯灵柩出京，归葬河南彰德（明日抵彰德）。

（２）湖北匪陷黄安。

６﹐２９（五，二九）

（１）申令仍遵行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并定于八月一日续行召集国会（国

会不承认召集令，决自行集会）。

（２）申令民国三年五月一日以后所有各项条约，继续有效，法令一切仍旧。

（３）撤消关于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

（４）裁撤参政院及平政院所属之肃政厅。

（５）各省区代表会议于彰德（徐世昌密议清室复辟）。

（６）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废国务卿。

６﹐３０（六，一）

（１）准各部总长免职，特任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

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

交通总长，段祺瑞兼陆军总长（唐未到前由陈锦涛兼署，张耀曾未到前由张国淦兼署）。

（２）任命章宗祥为驻日公使（准陆宗舆辞）。

７﹐１（六，二）

（１）内务总长电请国会议员，于本月二十五日以前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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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梁启超电唐继尧等，主撤消军务院。

（３）黎元洪电邀梁启超任总统府秘书长（７﹐６梁辞）。

（４）蔡锷自四川永宁抵泸州。

（５）宗社党巴布扎布受日人唆使，进向洮南。

７﹐２（六，三）北京【军人同德会】成立。

７﹐３（六，四）

（１）日俄订立秘密同盟协约，互保远东利益，不使中国受第三国不利于日俄之政治支配，

定期五年（目的在对美）。

（２）广东龙济光军袭攻北江李烈钧军。

（３）桂军莫荣新部攻占广东三水。

７﹐４（六，五）

（１）湖南都督汤芗铭被迫离长沙，由湖南护国第一军总司令曾继梧代理都督（时陆荣廷桂

军抵衡州，程潜部复败汤军于湘潭，汤遂遁走。程与曾争都督，相持不下，７﹐６改推刘人

熙代之，刘与湘桂军均有关系）。

（２）山东革命军与北军停战。

（３）日本以林权助为驻华公使。

７﹐５（六，六）

（１）财政部严禁各省私借外债。

（２）任命吴闿生署教育次长。

７﹐６（六，七）

（１）改各省督理军务长官为督军，民政长官为省长。

（２）特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孟恩远为吉林督军，郭宗熙为省长，张怀芝为山东

督军，孙发绪为省长，赵倜为河南督军，田文烈为省长，阎锡山为山西督军，沈铭昌为省长，

冯国璋为江苏督军，齐耀琳为省长，张勋为安徽督军，倪嗣冲为省长，李纯为江西督军，戚

扬为省长，李厚基为福建督军，胡瑞林署省长，吕公望为浙江督军兼署省长，王占元为湖北

督军，范守佑为省长，陈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陈树藩为陕西督军兼署省长，蔡锷为四川

督军兼署省长，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省长，陈炳焜为广西督军，罗佩金为省长，唐

继尧为云南督军，任可澄为省长，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省长，朱家宝为直隶省长兼署

督军，毕桂芳为黑龙江省长兼署督军，张广建为甘肃省长兼署督军，杨增新为新疆省长兼署

督军（陈宧未到任前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陆荣廷未到任前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

。

（３）派龙济光督办两广矿务，汤芗铭往广东查办滇桂军与粤军冲突事，授李烈钧勋二位，

陆军上将衔，命即来京。

（４）护国军顾品珍败周骏，克简阳。

（５）李烈钧败龙济光部，占广东源潭。

７﹐７（六，八）

（１）特任周树模为平政院院长（准钱能训辞）

。

（２）周骏败四川护国军招讨右司令杨维于成都。

７﹐８（六，九）

（１）驻京日使以日俄新缔订之攻守同盟新约通告外交部。

（２）举行库伦活佛册封典礼。

（３）废止文官秩令。

（４）黄兴自日本抵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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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０（六，一一）

（１）蒙匪巴布扎布受宗社党利用，在海拉尔起事，向洮南进攻。

（２）陆荣廷由衡州回广西。

（３）留沪国会议员欢宴黄兴。

７﹐１１（六，一二）

（１）裁撤全国经界局。

（２）改编拱卫军为陆军第十三师，以李进才为师长。

７﹐１２（六，一三）

（１）废止【惩办国贼条例】及【附乱自首特赦令】，所有本年七月二日以前因政治犯罪被

拘禁者，一律释放，其通缉各案亦一律撤消。

（２）特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廉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

（３）蔡锷通电声明未与闻推举段祺瑞为大总统事（张敬尧曾通电推段为大总统，以蔡领衔）。

（４）蔡锷连电请准予解除四川督军职。

（５）四川清乡总司令刘湘电劝周骏停战交代。

７﹐１３（六，一四）任命江苏第二师师长朱熙兼苏常镇守使。

７﹐１４（六，一五）

（１）申令惩办变更国体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

大可（原有张镇芳、雷震春、段芝贵、袁乃宽、曹汝霖等，后均免。顾、夏、薛均非首要）。

（２）唐继尧、岑春烜等以约法国会次第恢复，宣告撤消护国军军务院。

（３）蔡锷电唐继尧重申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争权利之初心。

（４）湖南岳阳兵变。

７﹐１５（六，一六）任命管金聚兼陕南镇守使。

７﹐１６（六，一七）

（１）特任刘人熙暂代湖南督军（７﹐２５又命兼代省长。湘人反对陈宧，陆荣廷亦不愿陈

督湘，刘与陆曾官广西，与陆有渊源）。

（２）废止报纸条例。

７﹐１７（六，一八）中俄订立禁酒条例。

７﹐１８（六，一九）

（１）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程潜与第三师师长陶忠恂在长沙冲突。

（２）滇桂军自广东三水进攻佛山，败龙济光部，北路李烈钧部占新街。

７﹐１９（六，二０）

（１）蔡锷电唐继尧质问续派滇军入川原因。

（２）特任罗佩金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给假一月）。

（３）特任陈炳焜兼署广西省长。

７﹐２０（六，二一）

（１）罗佩金、刘存厚入成都，周骏退走。

（２）湖南省议会复开临时会议。

７﹐２１（六，二二）

（１）驻佛山之龙济光部第一军长段尔源宣布与桂军一致。

（２）张勋通电为龙济光声援。

７﹐２２（六，二三）任命蒋作宾为参谋次长。

７﹐２４（六，二五）

（１）特任王占元暂兼署湖北省长（范守佑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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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蒙古宗社党巴布扎布攻陷奉天突泉。

７﹐２５（六，二六）

（１）任命望云亭为零陵镇守使。

（２）湖北武穴匪乱。

７﹐２６（六，二七）

（１）洮南镇守使吴俊升克复突泉，蒙匪巴布扎布退南满铁路附近，日军护之。

（２）李烈钧滇军进攻广州，为龙济光所败。

７﹐２７（六，二八）

（１）蔡锷电告刘显世，无意留川，欲置身北军之中，予以改良，以植国军基础。

（２）孙洪伊到北京，决就内务总长。

（３）任命殷汝骊署财政次长。

（４）赈安徽淮河一带水灾。

（５）湖南平江、华容、桑植等县乱。

７﹐２９（六，三０）

（１）张勋通电斥李烈钧，主由赣闽出兵援龙济光（倪嗣冲、张怀芝、孟恩远、杨善德、赵

倜等和之）

。

（２）特任李根源为陕西省长（未到任前暂由陈树藩兼署）。

（３）国务院电各省督军，征处理广东问题意见。

（４）四川督军蔡锷自泸州到成都。

７﹐３０（七，一）

（１）汉口党人暴动，日本借口广东纷扰，派军舰来粤，外交部抗议。

（２）山西丰镇兵变。

７﹐３１（七，二）

（１）特任毕桂芳为黑龙江督军，张国淦为省长。

（２）居正离山东潍县赴北京，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由许崇智代理，蒋中正任参谋长。

（３）张勋通电声援龙济光。

８﹐１（七，三）

（１）国会重行开会。

（２）特任谷锺秀为农商总长。

（３）丁世峄继张国淦为总统府秘书长。

（４）李烈钧电告中央，表示辞职。

８﹐２（七，四）

（１）桂军败龙济光，进攻广州。

（２）奉天向朝鲜银行借款二百万元，以地租作押。

８﹐３（七，五）

（１）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８﹐２０到职，原任陈宧不能到任，刘人熙不孚众

望）。

（２）扬州十二圩兵变。

（３）朱瑞卒于天津。

８﹐４（七，六）

（１）特任陈文运为督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准陈箓辞（

文运以俄蒙反对，未克到任）。

（２）孙中山电山东居正收束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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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阎锡山通电调解粤事，主责令李烈钧停战，并着龙济光裁编所部交卸。

（４）与德华银行订立借款九十五万元。

８﹐６（七，八）

（１）段祺瑞派吴光新率兵二旅进驻岳州。

（２）山东张怀芝军进攻中华革命军，战于潍县。

（３）废止觐见条例及觐见礼。

８﹐７（七，九）

（１）俄使向外交部要求取消外蒙古议员。

（２）任命熊克武为重庆镇守使。

（３）湖北宣恩等县匪乱。

８﹐８（七，一０）自云南经安南到上海（８﹐５）之云南代表携带大批烟土，被查获（涉

及唐继尧之弟继虞，北洋派则意欲诬陷同行之新任司法总长张耀曾）。

８﹐９（七，一一）

（１）特任刘显世暂行兼署贵州省长，戴戡改会办四川军务。

（２）蔡锷离成都东下（北京政府已准由罗佩金护理川督，戴戡护理省长）。

（３）曹锟率第三师自四川到宜昌。

８﹐１０（七，一二）张勋通电，不主张拥清帝复辟（８﹐３顺天时报称其督军联合各省主

拥清帝）。

８﹐１１（七，一三）

（１）令龙济光、李烈钧勒束所部，即日停兵。

（２）特派萨镇冰为闽粤巡阅使。

（３）特任毕桂芳兼署黑龙江省长（张国淦辞）

。

８﹐１２（七，一四）

（１）俄驻日大使再与日本商洽中国参战问题。

（２）交通总长许世英与英福公司订立道清铁路临时垫款合同，总额四万四千三百镑。

（３）蒙古宗社党合马贼卢占魁，进窥包头五原。

８﹐１３（七，一五）奉天郑家屯辽源驻军第二十八师与日军冲突，互有死伤（日军死十一

人，日要求我军退出城外，允之）。

８﹐１４（七，一六）

（１）蒙古巴布扎布军抵南满铁路郭家店，接收日军供给武器。

（２）令各省省议会于十月一日由各省行政长官依法召集。

（３）俄驻日代办质问日本对宗社党态度。

（４）陆荣廷到梧州，即赴广东，处理粤事。

（５）蔡元培、李煜瀛、汪兆铭之【旅欧杂志】

（半月刊）在巴黎出版（七年三月停）。

（６）徐世昌到河南彰德为袁世凯点主。

８﹐１５（七，一七）

（１）驻沪海军临时总司令部撤销。

（２）四川省议会开临时会议。

（３）【晨钟报】在北京发刊（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主之，１９１８﹐９改名晨报）。

８﹐１６（七，一八）

（１）日本骑兵二十余人开抵郑家屯。

（２）江苏镇江乡民焚毁日本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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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７（七，一九）

（１）日本步兵三百二十余人开抵郑家屯。

（２）李烈钧通电离营，在粤滇军由张开儒、方声涛师长统辖（

８﹐２７到肇庆晤陆荣廷，寻赴上海）。

（３）任命周道刚为四川第一师师长。

８﹐１８（七，二０）蒙匪巴布扎布得日军之袒护，自郭家店西退。

（２）程潜取消湖南护国军总司令。

（３）陆荣廷到肇庆。

（４）武昌火药库爆炸。

８﹐１９（七，二一）新任日使林毅陆呈递国书（林权助）。

８﹐２０（七，二二）日军占领奉天郑家屯之中国兵营，并装设电话电线。

８﹐２１（七，二三）

（１）众议院通过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２）日关东都督要求奉天督军张作霖撤退四平街至郑家屯沿铁道三十里以内之华军（张允

之）。

（３）美国驻日大使照会日外务省，日俄商订新约，应尊重中国独立，领土保全及机会均等。

８﹐２２（七，二四）蔡锷自四川东去。

８﹐２３（七，二五）

（１）参议院通过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２）广东省长朱庆澜到广州，调解粤事（８﹐２５萨镇冰续至）。

（３）湖北汉川兵变。

８﹐２４（七，二六）

（１）严令滇粤军克期撤退，派萨镇冰监视。

（２）山东乐昌军民冲突（因缴税事）。

（３）四川匪陷什邡。

８﹐２５（七，二七）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京开会。

８﹐２６（七，二八）

（１）徐世昌调停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议定双方权限。

（２）山东周村革命军因解散哗变。

８﹐２７（七，二九）任命杨宇霆为奉天督军署参谋长。

８﹐２８（七，三０）蔡锷自四川抵上海（晤梁启超）。

８﹐２９（八，一）

（１）日本师团长本乡晤奉天督军张作霖，谈郑家屯事件。

（２）冯国璋电黎元洪、段祺瑞，历陈张勋部在徐州一带不法扰民（张任安徽督军，仍驻徐

州）。

８﹐３０（八，二）

（１）特派塔旺布鲁克札勒丹巴达尔斋为宣抚使，宣抚蒙民。

（２）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郑家屯事件向中国要求条件。

８﹐３１（八，三）

（１）特派谷锺秀充全国水利局总裁。

（２）交通部定国有铁路局编制通则。

（３）四川泸城兵变。

９﹐１（八，四）

（１）众议院通过全体国务员案（９﹐４参议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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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黎元洪慰留内务总长孙洪伊（孙以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越权，曾愤而请辞）。

（３）浙江省议会常年会开会。

（４）山东吴大洲允改编。

（５）陈独秀之【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仍为月刊）。

９﹐２（八，五）

（１）日使林权助向外交部抗议郑家屯事件，除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外，并要求于满蒙派

驻警察，聘用日本军警顾问及军事教官。

（２）安徽督军张勋通电谓司法总长张耀曾贩运鸦片，丧权辱国，不承认其为阁员。

９﹐３（八，六）日本捏制中国军队在吉林朝阳坡攻击正在撤退之蒙匪巴布扎布，与日军冲

突。日军即占领该地，并禁止中国军队在新民府、郑家屯、扬家城子、农安县以东之地攻击

蒙匪。

９﹐４（八，七）俄国干涉外蒙古内政，要求罢免居要职之喇嘛僧，外蒙拒之。

９﹐５（八，八）

（１）国会宪法会议开会（八日及十三日续开）

。

（２）特任唐继尧暂兼代云南省长（命任可澄来京）。

９﹐６（八，九）

（１）奉天辽源日军撤退。

（２）赈陕西蝗雹灾。

９﹐７（八，一０）日本对俄表示宗社党已中止活动并已解散。

９﹐８（八，一一）

（１）日本关东都督警告张作霖勿与蒙军接仗。

（２）国会宪法会议续开，旧国民党议员主于宪法中规定省制大纲、省长民选，宪法研究会

（旧进步党）议员反对，大起争执。

（３）孙中山派胡汉民、廖仲恺自上海到北京，与孙洪伊、张继商扩充党务。

（４）任命王文华为贵州第一师师长。

（５）山西丰镇巡防队又哗变。

９﹐９（八，一二）

（１）外交部拒日使所提出之郑家屯事件要求条件。

（２）旧国民党国会议员张继、孙洪伊、谷锺秀、林森、吴景濂等组织之【宪政商榷会】成

立。

（３）蔡锷自上海赴日本就医。

９﹐１０（八，一三）

（１）财政总长陈锦涛、农商总长谷锺秀，向日本兴亚公司借款八千万元，以中日合办安徽

太平山、湖南水口山两矿作抵（９﹐１４垫付五百万元）。

（２）孙中山通告中华革命党党员储金，为未雨绸缪。

（３）龙济光交卸广东军权。

（４）日本撤回驻粤军舰。

９﹐１１（八，一四）

（１）蒙匪巴布扎布攻热河林西（次日为毅军米振标击退）。

（２）任命童葆暄、张载阳为浙江第一、第二师师长。

９﹐１２（八，一五）德人要求汉口华景街警察权。

９﹐１３（八，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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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特任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戴戡暂署省长，仍兼会办军务，蔡锷因病给假三月。

（２）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

湖北督军王占元、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等十余人电请罢斥司法总长张耀曾（张

耀曾呈请辞职，斥张勋目无中央，威逼政府，应令到法庭对质，黎元洪、段祺瑞慰之）。

（３）旧进步党之梁启超、汤化龙、王家襄、林长民组织之【宪法研究会】成立。

（４）日本设长春领事分馆于农安。

９﹐１４（八，一七）唐绍仪应黎元洪邀，自上海赴天津（９﹐１７到），拟入京就外交总

长。

９﹐１５（八，一八）湖北通城为匪所陷。

９﹐１６（八，一九）

（１）特任曹锟为直隶督军。

（２）任命徐谦为司法次长（江庸免）。

９﹐１８（八，二一）

（１）中国军队在吉林长岭剿匪，与日军冲突（喇嘛苍事件）。

（２）国会向政府质问中日借款。

（３）胡礼垣卒，年六十九。（１０﹐１４？）

９﹐１９（八，二二）禁烟期满，申令严切进行。

９﹐２０（八，二三）宪法会议开第一次省议会。

９﹐２１（八，二四）内务部被裁人员向平政院控诉该部总长孙洪伊（徐树铮嗾使）。

９﹐２２（八，二五）

（１）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召集直隶、山东、江苏、山西、湖北、江西、河南、奉天、

吉林、黑龙江、福建、浙江督军及淞沪护军使代表，在徐州开第二次会议，组织十三省区联

合会，推张勋为盟主，拟定章程十二条，声称以巩固势力，拥护中央，防止暴乱份子及国会

借故扰乱为宗旨（为张策划者有万绳栻、顾鳌、薛天可、徐树铮，每日均与张通秘电，传张

等力谋联日，进行复辟，另由宗社党策动蒙匪巴布扎布南犯张家口，张等亦派兵北上）。

（２）英法俄德四国银行团向财政部质问中日新订借款条约（９﹐１０）有背善后借款条约。

９﹐２３（八，二六）四川川西道匪猖獗，自称勤王军及定国军。

９﹐２４（八，二七）

（１）段祺瑞之代表国务院秘书曾毓隽到徐州。

（２）山西公民大会，反对英国建昌公司在晋开矿。

９﹐２５（八，二八）

（１）张勋、倪嗣冲等三十四人（包括督军、省长、都统、师旅长）通电反对外交总长唐绍

仪（天津亦有所谓国民公会散布传单，宣布唐十二大罪）。

（２）任命齐燮元署理陆军第六师师长，林虎为高雷镇守使，沈鸿英为钦廉镇守使，姜登选

为虎门长洲要塞司令。

（３）财政农商两部因国会反对，与日商改订借款条约。

（４）永定河北六工漫口，拨款赈济。

９﹐２６（八，二九）

（１）外交总长唐绍仪通电辞职，并痛诋张勋、龙济光等干政。

（２）第二次徐州会议闭幕。

９﹐２７（九，一）

（１）康有为应张勋之邀到徐州。

（２）倪嗣冲到南京，晤冯国璋。

（３）四川新津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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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８（九，二）赈淮扬水灾。

９﹐２９（九，三）

（１）准外交总长唐绍仪辞职，并下令隐斥张勋、倪嗣冲等组众集议，凌轶范围，不顾大局。

段祺瑞亦电禁各省开会干政。

（２）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冯国璋分电张勋，诘问排斥唐绍仪电报滥

代列名。

９﹐３０（九，四）

（１）交通总长许世英与美国裕中公司及西姆斯卡来公司订立铁路美金一千万元借款合同，

建筑山西丰镇至宁夏、宁夏至兰州、衡州至钦州（南宁）、杭州至温州、琼州至乐会铁路（即

５﹐１７曹汝霖所签订合同，此就原约略加修正重签）。

（２）国务院禁借款收受回扣。

（３）段祺瑞电诫师旅长越权干政。

（４）吉林长春兵变。

（５）广西南宁、镇南两道所属忠州等十土司改置绥渌、镇结、龙茗、思乐四县。

１０﹐１（九，五）

（１）【新青年】刊出胡适致陈独秀书，论文学革命，须从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避俗字

俗语等八事入手。

（２）蔡元培自法国起程回国，准备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３）各省议会开会。

１０﹐２（九，六）外交部向俄使抗议，俄兵杀害中国回民四百余人。

１０﹐３（九，七）众议院否决外交总长陆征祥同意案。

１０﹐４（九，八）

（１）岑春烜离粤回桂。

（２）张勋等通电请定孔教为国教。

１０﹐６（九，一０）龙济光退出广州，赴琼崖。

１０﹐７（九，一一）

（１）特任孙发绪为山西省长（沈明昌辞），张怀芝兼署山东省长（孙不容于张）。

（２）任命蒋雁行为绥远都统（潘矩楹调京）。

（３）任命张绍曾为陆军训练总监。

（４）令查明减免地方苛细杂捐。

（５）全国商会联合会闭会。

１０﹐８（九，一二）特任刘承恩署广西省长。

１０﹐９（九，一三）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成立（１１﹐２１以本野一郎任外务省大臣）。

１０﹐１０（九，一四）

（１）授孙中山以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岑春烜以勋一位，段祺瑞、王

士珍、冯国璋以一等大绶宝光嘉禾。

（２）举行国庆典礼。

１０﹐１１（九，一五）日俄英法四国公使向外交部抗议９﹐３０之中美铁路借款条约。

１０﹐１２（九，一六）热河军队击毙蒙匪（宗社党）巴布扎布（南犯张家口计划失败）。

１０﹐１３（九，一七）

（１）特派冯国璋兼督办浦口商埠事宜，温宗尧会办。

（２）美公使芮恩施向外交部质问１９１３﹐１０﹐５中日满蒙五路换文。

（３）美公使芮恩施向外交部质问３﹐２７之中俄滨黑铁路合同（１２﹐３０再质问）。

１０﹐１４（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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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北京开第三次会议。

（３）以唐继虞涉嫌上海烟土案，命褫夺官阶，交法庭讯办。

１０﹐１５（九，一九）任命莫荣新为广惠镇守使，莫擎宇为潮梅镇守使。

１０﹐１７（九，二一）众议院否决外交总长汪大燮同意案。

１０﹐１８（九，二二）

（１）法国代办照会外部，要求以天津老西开划入法租界，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天津法领事

亦向直隶省长提出相同要求）。

（２）日公使林权助致文外交部，要求于南满东蒙设警。

（３）黎元洪拒绝盖印于内务总长孙洪伊之免职令。

（４）任命赵恒惕、陈复初为暂编湖南第一、二师师长。

１０﹐１９（九，二三）

（１）教育部公布外国留学章程。

（２）俄属中亚哈萨克人因受俄军攻击，纷逃伊犁境内。

１０﹐２０（九，二四）

（１）天津法领事派兵强占老西开地方，解除华警武装，尽数拘捕。

（２）德使向外交部抗议法人招华工三万。

（３）两院宪法会议开始举行审议会。

（４）王闿运卒于湖南湘潭，年八十五岁。

１０﹐２１（九，二五）川军克绵竹（本年五月为匪巫人杰所陷）。

１０﹐２２（九，二六）财政部电各省，仍以七月一日至六月底为会计年度。

１０﹐２４（九，二八）

（１）段祺瑞面请黎元洪免内务总长孙洪伊职，黎拒，仅允劝孙辞职（孙不允辞）。

（２）准财政总长陈锦涛免署外交总长兼职，令外交次长夏诒霆代理部务。

１０﹐２５（九，二九）全国教育联合会闭会。

１０﹐２６（九，三０）

（１）外交部向日俄两国抗议，俄国以第二松花江以南之北满铁路让与日本。

（２）北京中国银行实行兑现。

１０﹐２７（一０，一）

（１）冯国璋电黎元洪，请勿更动内务总长孙洪伊。

（２）山东青岛日军要求在高密胶济路附近租借民地。

１０﹐２８（一０，二）

（１）冯国璋电黎元洪，请挽留段祺瑞。

（２）汉口德领事因人民反对，撤回前华景街警权之要求。

（３）飞行家林福元在广东汕头表演陆上飞机。

１０﹐２９（一０，三）外交次长夏诒霆至天津查办老西开事件，天津开公民大会，与交涉

署委员冲突，捣毁公署，要求罢免交涉员。

１０﹐３０（一０，四）

（１）总统选举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孙洪伊联络民党议员，为冯运动）。

（２）甘肃泾州西宁兵变。

１０﹐３１（一０，五）

（１）天津老西开事件法代使允许回复原状（英使调停）。

（２）俄人在东三省兴安岭富拉尔基等处自由建筑炮台，吉黑两省电请外交部向俄国交涉。

（３）交通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廉、财政总长陈锦涛、农商总长谷锺秀等阁员谒黎元

洪，表示不愿与孙洪伊同居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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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黄兴在上海病故，年四十三岁。

１１﹐１（一０，六）

（１）法代使因报章揭载老西开事件所议条件，谓中国泄漏秘密，向外部质问，并声明取消

前议。

（２）俄兵在奉天开原与匪冲突，被戕数人，俄使向外交部提出交涉。

（３）何成浚电黎元洪，报告黄兴病逝经过及遗言（内阁不可更动，孙洪伊能任大事，应引

为助）。

１１﹐２（一０，七）

（１）陕西督军陈树藩唆使暴徒，捣毁省议会，反对李根源为省长。

（２）明令褒扬黄兴，派王芝祥致祭，给予治丧费二万元。

１１﹐３（一０，八）

（１）特任冯国璋领江苏督军。

（２）李烈钧率部抵广州（１１﹐６宣布解除兵权）。

１１﹐４（一０，九）

（１）国会议员开解散纪念会。

（２）四川匪吴杰仁等五百余人陷新繁。

１１﹐６（一０，一一）

（１）李烈钧在广州交卸滇军总司令。

（２）英日俄三使调停中法老西开事件。

（３）俄兵越境追击逃入新疆之哈萨克。

（４）设印花税处。

１１﹐７（一０，一二）

（１）厦门交涉员向日领事抗议日本在厦门设警察处。

（２）天津中孚银行开业（孙多森创立）。

（３）飞行家谭根在广州表演水上飞机。

１１﹐８（一０，一三）

（１）蔡锷卒于日本福冈医科大学病院，年三十五岁。

（２）副总统冯国璋在江宁就任。

（３）蔡元培自法国回抵上海。

（４）段祺瑞不到国务院办公，许世英亦请辞职。

（５）外交部答复１０﹐２０德使抗议。

（６）湖南督军谭延闿以母丧拟辞，湖南省议会致电北京挽留。

１１﹐１０（一０，一五）

（１）日本在东三省郑家屯、昌图、盖平、掏鹿、八面城、农安等处添设警察派出所。

（２）明令褒扬蔡锷，派驻日公使章宗祥照料身后事，给予治丧费二万元（１１﹐２８追赠

上将）。

（３）谭延闿过汉口赴上海奔母丧（湘督由赵恒惕代理，长沙颇不安）。

（４）司法部召集全国司法会议。

１１﹐１１（一０，一六）

（１）英使调解老西开事件，不成。

（２）任命李右文、林修梅、陈嘉佑、朱泽黄为湖南第一、第二师旅长，宋鹤庚、廖家栋、

鲁涤平等为团长。

１１﹐１２（一０，一七）

（１）天津法界华人，愤老西开事件，一律罢工，并组织【工团】。



- 139 -

（２）任命谭浩明为广东第一师师长，马济为广东第一混成旅长，莫荣新为第二混成旅长。

１１﹐１３（一０，一八）特任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十一日国会同意）。

１１﹐１４（一０，一九）日人犬养毅、头山满等在东京举行日支（中国）协会创立大会。

１１﹐１５（一０，二０）

（１）复设漕运局。

（２）张作霖派王永江为奉天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政府明令于十一月二十日发表载

１１﹐２１公报，翌年九月任财政厅长）。

（３）福州大水。

１１﹐１６（一０，二一）

（１）中美铁路借款合同（９﹐３０）改订路线，一自株洲至钦州，一自琼州至崖州（因英

法俄反对）

。

（２）中美实业借款（即第一次烟酒税借款），总额五百万美金（美方为芝加哥大陆商业信

托储蓄银行）。

（３）俄国拟改哈尔滨为滨江省，设置总督，外交部抗议。

（４）日外务省令日使林权助对郑家屯事件交涉，须坚持聘用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及派驻警

官要求。

（５）日公使林权助到奉天（１１﹐１７本野亦到）。

（６）徐世昌应黎元洪邀，自卫辉到北京，黎元洪、段祺瑞分派代表欢迎（翌日黎元洪访徐）。

１１﹐１７（一０，二二）

（１）天津公民大会，反对法人强占老西开。

（２）蒙边匪势复炽。

１１﹐１８（一０，二三）外交团推荷兰公使贝拉斯继英公使朱尔典为领袖公使。

１１﹐１９（一０，二四）

（１）李根源、谷锺秀、张耀曾、钮永建等组织之【政学会】成立。

（２）天津法领事送还前在老西开拘捕之华警。

１１﹐２０（一０，二五）

（１）免内务总长孙洪伊职，以次长谢远涵代部务（此为徐世昌调和之结果，参看１１﹐２

２（１））

。

（２）众议员吕复等提出查办徐树铮案。

（３）蒙匪进入乌株穆沁。

１１﹐２１（一０，二六）众议院通过中美实业借款（１１﹐２５参议院通过）。

１１﹐２２（一０，二七）

（１）准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免职，以张国淦继。

（２）英法俄日四国银行团抗议１１﹐１６中美实业借款（谓带有政治性质，侵害银行团之

权利）。

１１﹐２３（一０，二八）

（１）财政部呈准将各省烟酒厘税归并公卖。

（２）黑龙江青冈兵变。

１１﹐２４（一０，二九）

（１）众议院否决内务总长任可澄同意案。

（２）任命文群为农商次长。

１１﹐２６（一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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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务院电驻日公使章宗祥，拟派曹汝霖为专使，呈递赠与日皇之勋章（１１﹐２８日

本同意，实为进行借款，由日方主动）。

（２）奉天公民大会，抗议郑家屯事件。

１１﹐２７（一一，三）台湾雾社蕃人袭杀日本官宪一百三十九人（日军旋大举进攻，相持

五十日，蕃人不支，被屠杀无算）。

１１﹐２８（一一，四）

（１）法使抗议中美实业借款以烟酒税为抵押。

（２）义公使阿略弟呈递国书。

（３）岑春烜自粤到上海（岑于１１﹐１５自广西抵广州）。

（４）全国司法会议闭幕。

１１﹐３０（一一，六）

（１）天津法租界工部局，拘捕罢工华人二十余人。

（２）特派王芝祥为四川检察使。

１２﹐１（一一，七）

（１）黎元洪不同意派曹汝霖为赴日特使。

（２）英使抗议中美实业借款以烟酒税为抵押。

１２﹐２（一一，八）

（１）四国银行团再度抗议中美实业借款（１２﹐７驳复）。

（２）交通部召集全国交通会议。

（３）陆军大学举行第一期毕业礼。

（４）广东香山黄梁镇陈梁等姓械斗。

１２﹐３（一一，九）

（１）众议员温世霖等提出弹劾国务总理段祺瑞案。

（２）奉天日领事为日人被匪戕害，提出抗议（该日人并未领护照，私赴内蒙，采伐森林）。

（３）留日学生陈启修、周昌寿、王兆荣等之【丙辰学社】成立（六年四月出版【学艺】杂

志，十二年六月改名【中华学艺社】）。

１２﹐５（一一，一一）

（１）公布延长国会会期至第三届常会之前一日为止。

（２）交通部与日本改订吉（吉林）长（长春）

铁路草约，借款日金六百五十万元。

（３）段祺瑞向参议员说明派曹汝霖为赴日赠勋特使经过，参议院表示反对。

（４）山东东北军司令居正所部在潍县互相冲突。

１２﹐６（一一，一二）哈尔滨俄人击毙华人。

１２﹐７（一一，一三）众议院提查办甘肃省长兼督军张广建案（段祺瑞拟以陈宧任甘督）。

１２﹐８（一一，一四）

（１）参众两院宪法会议，宪法研究会派议员与益友社（宪法商榷会）派议员，因争执省制

大纲加入宪法问题，发生斗殴。

（２）汉阳兵工厂在河南巩县建筑之兵工分厂落成。

（３）奉天督军张作霖拘捕铁血团领袖（该团为抗争中日郑家屯事件所组成）。

１２﹐９（一一，一五）本年９﹐１０之中日借款条约限满作废，另订新约。

１２﹐１０（一一，一六）

（１）全国禁烟联合会在北京开会。

（２）孙中山通告华侨从军讨袁经过及解散情形。

１２﹐１１（一一，一七）批准加入海牙保和会海战各约及陆军规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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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２（一一，一八）

（１）奉天省长抗议日本南满铁道会社在沈阳附近改筑双轨。

（２）绥远悍匪卢占魁投诚。

１２﹐１３（一一，一九）

（１）特派熊希龄向日本天皇呈递大勋章。

（２）孙中山电黎元洪请定云南起义日为国庆节。

（３）美人丁韪良卒于北京，年九十岁。

１２﹐１４（一一，二０）居正通电取消东北军名义。

１２﹐１６（一一，二二）

（１）日外相本野一郎照会章宗祥，拒绝接待熊希龄。

（２）安徽省议会反对繁昌县裕繁铁矿与日人合办（铁矿经理霍守华私与日商所订合同）。

（３）蒙匪塔布札（巴布扎布余党）攻占科尔沁旗。

１２﹐１８（一一，二四）

（１）外交部抗议日人在厦门设警（日使答复云为根据南京条约开放厦门全部，故设警行使

领事裁判权）。

（２）梁启超之代表张嘉森（君劢）到徐州与张勋商谈政局，请联合各省通电（旋又赴南京

晤冯国璋）

。

（３）各省选举第一班改选参议员。

１２﹐１９（一一，二五）

（１）令禁军人入党。

（２）新疆添设塔城道尹，裁撤塔尔巴哈台参赞。

（３）财政部与全国商会联合会组织之保利公司，订立借款及收炼制钱合同。

１２﹐２０（一一，二六）任命刘式训为外交次长（夏诒霆辞）。

１２﹐２１（一一，二七）

（１）增加国会开幕（四月八日）及云南起义（十二月二十五日）为民国纪念日。

（２）孙熙泽等在北京组织宪法促成会，发表宣言，通电诋毁国会（段祺瑞主使）。

（３）外交部对俄使抗议俄人在蒙古擅捕德人枪毙。

（４）美使送交美政府提议欧战和议牒文（该文系１２﹐１９提出）。

１２﹐２２（一一，二八）

（１）令内务部办理黄兴、蔡锷国葬典礼。

（２）扬州驻军内哄。

１２﹐２３（一一，二九）云南讲武堂学生与巡警互斗，伤毙数人。

１２﹐２４（一一，三０）外蒙再向俄国借款三百万卢布，以车臣汗部之金矿为抵押（自民

国元年以来外蒙共借俄款三千万卢布）。

１２﹐２５（一二，一）庆祝云南起义纪念。

１２﹐２６（一二，二）

（１）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２）众议院通过内务总长张国淦同意案（二十九日又被参议院否决）。

（３）众议院质问宪法促进会及各省督军通电丑诋国会（时解散国会说甚盛）。

（４）新任杭州警察厅长傅其永被殴，警察罢岗，军队应之，并发表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

辞职电报，推第二师长张载阳为督军，督军公署参谋长周凤岐为省长（先是杭州警察厅长夏

超与吕交恶，吕得段祺瑞助，将夏调职，由傅其永继，夏联合周凤岐等与吕对抗）。

（５）全国交通会议闭幕。



- 142 -

１２﹐２７（一二，三）

（１）冯国璋、张勋等二十二省军民长官电请总统信任总理，总理秉持大权，国会早定宪法，

勿越法侵权，干涉行政（此电出于梁启超运动）。

（２）开福建嵩屿为商埠。

１２﹐２８（一二，四）

（１）库伦办事员陈箓向俄人借款二百万元。

（２）政府答复国会质问革命首领索款案（前中华革命党曾派胡汉民、廖仲恺往北京交涉偿

还该党向华侨所借一百七十万元，向日人所借一百万元，同时李烈钧、吴大洲、钮永建、谭

人凤等亦有所请）。

１２﹐３０（一二，六）蒙匪陶什陶在外蒙车臣汗一带盘据。

１２﹐３１（一二，七）

（１）国务院电各省军民长官，请循政治轨道，勿干预职分以外事。

（２）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自杭州走嘉兴，电诋夏超（夏超原任杭州警察厅长，１２﹐８

改任浙江警务处处长，实权被夺，联合督军参谋长周凤岐倒吕）。

（３）公布参议员华侨议员选举法。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１７──中华民国六年丁巳

１﹐１（一二，八）

（１）以淞沪护军使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代吕公望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

（２）以范源廉兼署内务总长。

（３）黎元洪派礼官向清帝溥仪贺年。

（４）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革刍议】，主白话体（２﹐１陈独秀发表【文学

革命论】）

。

１﹐２（一二，九）

（１）四川省长戴戡到任（以督军罗佩金及川人熊克武、黄复生等反对，在重庆就职）。

（２）四川德阳县城被劫。

１﹐３（一二，一０）美公使芮恩施向日公使林权助函询中日南满铁路借款事（１﹐２０林

权助函覆，除四郑路外，无其它借款）。

１﹐４（一二，一一）

（１）蔡元培就北京大学校长职。

（２）安徽省长倪嗣冲及靳云鹏、徐树铮、吴光新、曾毓隽、丁士源与北方各省代表到南京，

为冯国璋祝寿。

１﹐５（一二，一二）日使林权助致文外长伍廷芳，坚持于满蒙要地派驻警官，否则自由实

行。

１﹐６（一二，一三）

（１）梁启超自上海到北京（商宪法、内阁及外交问题，过南京、徐州时曾晤冯国璋、张勋）。

（２）陈炯明应黎元洪召抵北京。

（３）任命第十师师长卢永祥为淞沪护军使（冯国璋主改为上海镇守使，并保荐前淮阳镇守

使刘询，为段祺瑞所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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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驻俄公使刘镜人报告，在华组织华工调查会，俾不致发生虐待等事。

１﹐７（一二，一四）

（１）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邀集各省代表自南京到徐州，举行第三次徐州会议。

（２）四川检查使王芝祥抵成都。

（３）孙熙泽等之【宪法促成会】成立。

（４）蒙匪巴布扎布余党巴拉金陷呼伦贝尔。

（５）梁启超分晤日本公使林权助及段祺瑞。

１﹐９（一二，一六）

（１）第三次徐州会议，决定所谓解决时局办法（请总统罢斥佞人，取缔国会，拥护总理，

淘汰阁员，促成宪法）。

（２）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改革方针。

（３）日本内阁决定与列强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

（４）众议院通过保利公司借款及收炼制钱两合同案（参院于十天后通过）。

（５）刘永福卒。

１﹐１０（一二，一七）

（１）外蒙古自治政府派代表赴北京报聘。

（２）俄使又要求取消外蒙古选派国会议员。

（３）宪法审议会第一读会闭会，共开二十四次。

（４）蔡元培、李煜瀛、褚民谊等之【华工杂志】（半月刊）在巴黎出版（八年二月停刊）。

１﹐１１（一二，一八）奉天抚顺煤矿爆炸。

１﹐１２（一二，一九）

（１）外交总长伍廷芳覆拒１﹐５日使要求。

（２）法使抗议云南排法运动（谓受德人煽惑）

。

（３）黎元洪邀梁启超、汤化龙、梁善济、蓝公武、徐佛苏、王家襄、吴景濂、王正廷、孙

洪伊、谷锺秀、张耀曾等会商，盼国会早日完成宪法。

（４）众议院通过恢复地方自治案。

１﹐１４（一二，二一）

（１）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派兵搜查前内务总长孙洪伊宅（孙旋即出京南去）。

（２）四川省长戴戡自重庆到成都（四川检查使王芝祥调停之结果）。

（３）广东省长朱庆澜向荷订立借款合同，款额三百万元（去年１２﹐６由财政总长签字，

本日由广东省议会通过）。

１﹐１５（一二，二二）

（１）中法会勘滇越界。

（２）徐世昌世续燕国会议员，要求优待清室条件订入宪法。

（３）京汉铁路列车在新店大方桥出事（桥断）

，伤毙乘客十余人。

１﹐１６（一二，二三）孙中山接受黎元洪特授之大勋位，以示合作。

１﹐１８（一二，二五）国务会议通过内国交通公债条例草案，债额二万万元。

１﹐１９（一二，二六）

（１）特任李烈钧（桓威）、胡汉民（智威）、柏文蔚（烈威）、陈炯明（定威）、李鼎新（曜

威）、陈宧（毅威）、汤芗铭（信威）、周骏（翊威）、吕公望（怀威）为将军。

（２）任命孙传芳为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属王占元）。

（３）宪法会议审议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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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一二，二七）

（１）交通银行总裁曹汝霖第一次与日本兴业台湾朝鲜三银行订立五百万元借款合同（西原

借款之一，按西原龟三与日首相寺内正毅，藏相胜田主计交谊甚深，去秋以来，两度至北京）。

（２）冯国璋请改用债票收买上海所存烟土，以后作为药品官卖（依约三月底禁绝鸦片，沪

烟商请展期，冯许之，因有是议）。

（３）令内务部迅订地方自治制度，及举行自治一切事宜。

１﹐２２（一二，二九）

（１）中日郑家屯事件解决，中国承认惩办军官，赔偿日侨损失，奉天督军向日本都督道歉。

（２）成都滇军哗变（除夕兵变）。

１﹐２４（一，二）安徽、河南、湖北地震（中心在霍山英山间）。

１﹐２５（一，三）福建晋江兵变。

１﹐２６（一，四）

（１）宪法会议开二读会。

（２）外交部向葡使抗议葡舰在澳门潭子湾停泊（该处界尚未定）。

１﹐２７（一，五）

（１）英日谈判中国参战问题，日外相本野要求承继德在山东及赤道以北太平洋各岛之权利

（２﹐３日大使珍田舍己正式提出）。

（２）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提议，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

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并复位大学年限。

（３）云南增设盐津县。

１﹐２８（一，六）

（１）清庆亲王奕劻卒于青岛。

（２）山东民军首领吴大洲在北京被捕（判处无期徒刑）。

（３）交通部以中美借款内所订之株钦（株洲至钦州）铁路不足原定里数，另以周襄（周家

口至襄阳）

路补足之，归裕中公司承造。

１﹐２９（一，七）外交部向法使抗议法人向广州湾居民征税（

每人每年四元）。

１﹐３０（一，八）中华革命党通告党员，孙中山现无组政党意。

１﹐３１（一，九）

（１）四国银行团伦敦本部会议大借款。

（２）改以七月一日起至次年六月末日为会计年度。

２﹐１（一，一０）

（１）外交部接德国海上封锁通牒，本日起，采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

（２）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革命论】。

２﹐２（一，一一）日人在奉天梛汀县设警察所交涉起。

２﹐３（一，一二）

（１）令解除辛亥以后因政治问题被难者罪名。

（２）令拨款赈抚蒙古各旗。

（３）美国对德国绝交。

２﹐４（一，一三）

（１）外交部接美国２﹐３通牒，劝对德国取一致行动（美使当晚见黎元洪、段祺瑞，黎犹

豫，段立表赞同）。

（２）任命许兰洲为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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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一，一四）

（１）召集特别外交会议（对德）。

（２）任命袁祖铭、何应钦、谷正伦等为黔军团长（属师长王文华）。

２﹐６（一，一五）国务会议议商对德问题，在未得美国允予财力帮助之保证前，不与采一

致行动。

２﹐７（一，一六）

（１）国务院电驻日公使章宗祥，密探日本对华参战意见。

（２）日使照覆外交部，不允撤退厦门日警察所。

（３）江苏与洋药公所订立购买存土合同。

２﹐８（一，一七）

（１）美使芮恩施覆外交部，中国对德绝交后，美当于财政上援助中国。

（２）总统府会议，因段祺瑞、梁启超、汤化龙、谷锺秀等之主张，决对德抗议。

（３）陕西武关兵变。

２﹐９（一，一八）

（１）外交部以德国实行采用全部潜艇政策向德使辛慈抗议，同时答复美国通牒，与之采一

致态度（当日另由汪大燮及陆征祥分向日本及英俄使馆说明）。

（２）日本内阁决定支持美国对中国参战之劝导。

（３）谭人凤、章炳麟电北京政府，反对加入协约国。

（４）粤汉铁路武昌、蒲圻间通车。

２﹐１０（一，一九）

（１）全体国务员出席参众两院，报告对德抗议事。

（２）财政部发行新辅币。

２﹐１１（一，二０）

（１）日使告外交部，赞成中国对德抗议，并希望加入战团，惟谓此等重大事件，事前未与

日本相商，颇觉遗憾。

（２）段祺瑞电章宗祥，对德问题愿诚意与日本接洽。

（３）梁启超访日英公使。

（４）北京征兵学会成立，王士珍为会长。

２﹐１２（一，二一）

（１）日外相本野一郎晤章宗祥，劝中国加入协约国，促速决断。

（２）冯国璋电北京，不以对德抗议为然，主张中立。

（３）陕北匪陷保定、延州、安定等县。

２﹐１３（一，二二）

（１）日外相本野一郎与协约国驻日大使商中国参战问题，要求继承德在山东权利。

（２）梁启超访英国大使，赞成中德绝交（德使辛慈说段祺瑞，劝中国中立）。

（３）黎元洪电询各省以对外方针。

（４）万国改良会在上海开禁烟大会，商讨政府收购烟土事。

２﹐１４（一，二三）

（１）阁议议决如德国潜艇再袭击中立船只时，即与德断绝国交，并向协约国要求增加关税，

缓付庚款（２﹐１５对日提出）。

（２）汪兆铭、王宠惠自北京往南京，与冯国璋商对德绝交事（

汪等赞成）。

（３）张勋电黎、段，反对与德绝交。

２﹐１５（一，二四）蒙匪自呼伦贝尔进犯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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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一，二五）

（１）英日换文，英允赞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及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属诸岛。赤道以南

诸岛归由英国接管（一作２﹐１４）。

（２）西原龟三奉日首相寺内正毅之命，三至北京（晤曹汝霖，次日晤梁启超）。

（３）段祺瑞力主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表示反对。

（４）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立。

２﹐１７（一，二六）

（１）内阁开对德秘密会议。

（２）奉天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第二十七师旅长汤玉麟、汲金纯等，挟制张作霖，反对

警察厅长王永江等（此事约发生于２﹐１２，王即辞职）。

（３）山东潍县民军改编之旅长朱霁青为督军张怀芝拘押，所部解散。

（４）云南督军唐继尧电告克复喇井场兰坪县，败自称天主皇帝之匪徒。

（５）武昌大火。

２﹐１８（一，二七）广东南雄兵变。

２﹐１９（一，二八）

（１）德政府通知中国驻德公使颜惠庆，拒绝中国２﹐９抗议。

（２）日外相本野照会俄法大使，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及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属群岛。

（３）国务院开外交委员会议。

（４）宗社党人在北满洲组织黑风会，图谋不轨。

２﹐２０（一，二九）

（１）俄驻日大使覆日外相，允许其２﹐１９要求。

（２）冯国璋自南京北上，约同安徽省长倪嗣冲到徐州与张勋会谈。

（３）陕西省长李根源到任（前因督军陈树藩反对，久滞京中）。

（４）国会拒绝逮捕宪法会议斗殴伤人议员。

２﹐２１（一，三０）

（１）孙中山之【民权初步】成书。

（２）西原龟三游说段祺瑞参战，日本允予财政援助。

２﹐２２（二，一）

（１）日外相本野连促中国与德绝交，并以诚意对日。

（２）陆征祥代表段祺瑞访协约国公使，商对德绝交条件（改订关税，延付庚子赔款）。

（３）合并广西向武、都康、上映三土司，设向都县。

２﹐２３（二，二）冯国璋到北京，商对德问题及收买上海烟土事。

２﹐２４（二，三）

（１）法使康悌代表协约各国，通知外部，如对德正式绝交，允考虑中国之条件。

（２）北京使馆区德奥驻军解除武装。

（３）安徽湖北等省复地震（以霍山、麻城、罗田为剧烈）。

２﹐２５（二，四）

（１）冯国璋与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会谈。

（２）中国禁烟会在上海成立，请废收买烟土约（冯国璋与土商所订）。

（３）国民外交后援会在北京成立。

（４）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辞职，以夏寿康继。

（５）四川建昌道黑夷滋事。

２﹐２６（二，五）

（１）阁议决定加入协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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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英国在山东招华工赴欧参战。

（３）奉天第二十八师冯德麟自北镇撤退（传张作霖将借日军对付）。

２﹐２７（二，六）

（１）特任熊希龄为平政院院长，改派汪大燮前往日本呈递大勋章（３﹐１１前往）。

（２）外交总长伍廷芳反对加入协约国。

（３）总统府开外交临时会议，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梁启超、荫昌

出席，商对德问题。

（４）日报载陆宗舆往日运动复辟（陆系徐世昌所遣）。

（５）日本在内蒙赤峰添设领事馆。

２﹐２８（二，七）

（１）协约国公使连日会议，劝中国加入战团（本日致文外部），以缓付赔款，改正关税等

事为条件。

（２）段祺瑞派陆征祥访协约国公使，商中国参战权利与义务。

（３）全体阁员谒总统，说明对德外交方针，由绝交而宣战，再行加入协约。黎元洪主先征

国会同意，认绝交宣战，尚非其时。

（４）国会议员马君武等三百余人电各省督军省长议会商会，反对对德绝交宣战。

（５）赵尔巽到沈阳，调解张作霖、冯德麟之争（奉天军吴俊升、马龙潭及省议会、商务总

会亦多方调解）。

（６）四川打箭炉大火，全城焚毁过半。

３﹐１（二，八）

（１）法日换文，法国同意日本继承德人在山东权利，日应使中国参战。

（２）据报，法舰【亚多斯】被德潜艇击沈，死华工五百余人。

（３）德使辛慈访徐树铮，劝中国勿加入协约国。

（４）美国实业团到上海，考察商务。

（５）添设吉林扶农镇守使。

（６）李剑农等主办之【太平洋】杂志（月刊）

在上海出版。

３﹐２（二，九）段祺瑞将对德外交关系经过及准备，报告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德使辛慈

曾加以贿赂运动议员反对）。

３﹐３（二，一０）

（１）国务会议决定对德绝交（并密告日政府）

。

（２）山西大同兵变。

３﹐４（二，一一）

（１）段祺瑞及全体国务员在总统府会议对德问题，即请总统黎元洪令驻协约国公使，向驻

在国政府（主要为日本）磋商与德国绝交条件，黎主绝交案应先俟国会同意，段即日辞职赴

天津（翌日黎即派汤化龙挽留）。

（２）章炳麟在上海发起亚洲古学会。

３﹐５（二，一二）

（１）段祺瑞电各省详述辞职理由。

（２）黎元洪召见全体阁员，令照常供职，并请冯国璋赴天津挽段祺瑞。协约国公使访外交

部，对段祺瑞辞职表关怀。

（３）日俄换文，俄允赞助日本继承德人在山东之权利及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属群岛。

（４）山西大同警备队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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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二，一三）段祺瑞因冯国璋劝挽，回京供职（黎元洪允不干涉对德外交）。

３﹐７（二，一四）政府电驻协约国公使，向驻在国声明中国已决定对德绝交，并磋商条件。

３﹐８（二，一五）

（１）国会议员马君武，以梁启超干与外交，陷中国于危险地位，向政府提出质问，请予注

意。

（２）国务院电令章宗祥与日本秘密商中国参战条件（缓付庚款十年，增加关税百分之五，

解除辛丑条约与所属文书中对于天津附近中国不得驻兵及使馆区、京津铁路之规定）。

（３）以俄认唐努乌梁海属俄，外交部令驻俄公使刘镜人抗议。

（４）美国广益公司与日本兴业银行订立山东江苏运河共同借款合同。

（５）成都军警冲突。

３﹐９（二，一六）

（１）孙中山电参众两院，反对加入协约，并电英首相路德乔治阻止劝诱中国参战。

（２）段祺瑞招待参众两院议员，说明对德绝交案。

（３）日人在济南贩卖制钱，不服查验，开枪击伤警察，捕去巡长，并滋闹兵工厂。

３﹐１０（二，一七）

（１）众议院通过对德绝交案（协约国曾以金钱运动议员赞成）。

（２）上海总商会电请中央对欧战保守中立。

（３）唐绍仪、温宗尧、章炳麟等电参众两院，反对加入协约。

（４）德使辛慈覆外交部抗议，谓潜艇政策对中国毫无影响，碍难取消封锁战略。

３﹐１１（二，一八）

（１）参议院通过对德绝交案。

（２）梁启超谒黎元洪，商对德问题。

（３）冯国璋离北京回南京。

３﹐１２（二，一九）

（１）广东省长向日本台湾银行订借日金三百万元，以该省士敏土厂作抵（前与荷商所订借

款合同未履行付款）。

（２）日本内阁决定如中国参战可缓付庚款至大战终止，关税按实价征收百分之五，大战期

间中国军队出入天津附近。

（３）章士钊之【甲寅月刊】主设不管部国务员。

（４）俄国革命，推翻沙皇（即二月革命，俄历为二月二十七日）。

３﹐１３（二，二０）

（１）国务院组织临时国际政务评议会，以王士珍、熊希龄、陆征祥、汪大燮、孙宝琦、曹

汝霖、夏诒霆、梁启超、汪兆铭、王宠惠、魏宸组为评议员。

（２）康有为通电反对与德绝交。

３﹐１４（二，二一）

（１）公布与德国绝交令，并布告全国。

（２）外交总长伍廷芳照会德使辛慈，与德政府断绝现有外交关系。

（３）外交总长伍廷芳与协约国公使谈判对德绝交后之条件，各公使提出质问数事。

（４）财政部通告各省及各部税务处，停付德款，暂存中国银行（协约国要求存外国银行）。

（５）令驻德公使颜惠庆下旗回国，在德利益由丹麦代表（德国在华利益由荷兰代表）。

（６）安徽督军张勋通电反对对德宣战。

（７）教育部改编大学制年限，定预科二年，本科四年，设文理二科，其法农工商医等科独

立另设。

３﹐１５（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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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外交总长伍廷芳呈请辞职。

（２）海军部将海军编为巡洋、长江、练习三舰队，分驻上海、南京、福建。

（３）日本于奉天通化设安东领事馆分馆。

３﹐１６（二，二三）

（１）接收天津德国租界，更名为特别区，并收管上海厦门等处之德国商船。

（２）政府通令各省，对德绝交未宣战，仍应照常保护德侨。

（３）湖北督军王占元通电反对对德宣战。

（４）派交通次长赴日本参与４﹐１之中日铁路联络运输会议。

（５）俄国临时政府成立。

３﹐１７（二，二四）

（１）赴日特使汪大燮晋见日本天皇。

（２）上海法领事解散德人在法租界所设之同济医工学校。

（３）德炮舰【青岛】号在广东黄埔自行炸沈。

３﹐１８（二，二五）

（１）接收汉口德租界，改为特别区。

（２）财政部通告停付德款。

（３）哈尔滨道尹同情俄国革命之俄人（左翼社会党人）成立临时行政筹备处（即共和行政

委员会），反抗中东路总办霍尔瓦特。

３﹐１９（二，二六）

（１）英、法、日、俄、义、比、葡七公使致外交部觉书，劝中国加入协约。

（２）奉天新民屯兵变（张作霖免第五十三旅汤玉麟职）。

３﹐２０（二，二七）

（１）荷兰公使照会外交部代德国照料在华利益。

（２）外交部答复３﹐１４协约国公使之质问（各公使不满）。

（３）法人在华续招华人赴欧。

（４）全国警务会议开幕。

３﹐２１（二，二八）协约国各公使照会外交部，中国加入协约后，各国将以善意商中国所

提条件。

３﹐２２（二，二九）广东督军陆荣廷到南京，晤冯国璋（３﹐２４过徐州，晤张勋）。

３﹐２３（闰二，一）

（１）日本以最近与英法俄秘密换文通知意大利，征取其赞同。

（２）全国商会联合会所组织之保利银公司解散。

３﹐２５（闰二，三）

（１）交通部与日使订定胶州湾租借地邮电暂行办法（五月四日换文）。

（２）德国公使辛慈离北京，取道上海回国。

（３）陕西蓝田兵变。

３﹐２６（闰二，四）

（１）梁启超致书国际政务评议会，主速向德奥宣战（各团体多反对）。

（２）广东督军陆荣廷到北京。

３﹐２７（闰二，五）

（１）日外相本野连日与章宗祥商谈中国参战条件。

（２）外交总长伍廷芳三上辞职书。

（３）段祺瑞派之靳云鹏、李国筠等合平社、澄社、宪政会、新民社、衡社、静庐、正社、

友仁社、宪法协议会、苏园等十一政团组织【中和俱乐部】（安福俱乐部之前身，一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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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３﹐１５或３﹐２５）。

３﹐２８（闰二，六）

（１）举行文官普通考试。

（２）国务会议议决德国领事裁判权由荷领事代理。

（３）内务部公布管理津汉德租界暂行章程。

（４）公使团要求将停付之德国赔款存放外国银行。

（５）上海同济医工学校教育部收为官办，移设吴淞。

（６）陆荣廷谒黎元洪、段祺瑞。

３﹐２９（闰二，七）

（１）外交部照会俄使库达摄夫，承认俄国临时政府。

（２）财政部通令各省整理内外债款。

（３）国会咨请政府不得收买上海存土。

（４）陆荣廷入清宫谒溥仪，赐紫禁城骑马。

３﹐３０（闰二，八）

（１）法使康悌向外交部抗议１９１６﹐９﹐３０中美铁路合同（以衡州至钦州之路线经广

西）。

（２）中华革命党通告党员，准备恢复国民党名称。

３﹐３１（闰二，九）

（１）依中英以十年为期之禁烟条约，本日止应将鸦片禁绝。

（２）康有为致书黎元洪段祺瑞，反对对德宣战。

（３）任命高而谦为外交次长（代刘式训）。

（４）任命李开侁为库伦都护使，并充办事大员。

４﹐１（闰二，一０）

（１）上海租界各烟土店闭歇。

（２）俄兵屡在吉林中东路一带抢劫华商，伤毙人命，吉林省长电外交部交涉。

（３）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免职，以杨桂堂继任（时冯部驻丰台，冯与段祺瑞左右傅良

佐交恶）。

４﹐２（闰二，一一）广东省长续借日本台湾银行三百万日元。

４﹐３（闰二，一二）

（１）美孚公司以陕西延长油矿开采无效，请停办，由熊希龄呈请废约。

（２）孙中山呈农商部，请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核准备案。

４﹐４（闰二，一三）

（１）荷兰公使抗议，收回德国在华租界。

（２）法国招募华工一批（一百六十人），自上海赴欧洲。

４﹐５（闰二，一四）驻丰台之第十六混成旅官兵反对新任旅长杨桂堂，声言与冯玉祥同进

退（冯仍留任）。

４﹐６（闰二，一五）美国对德宣战。

４﹐８（闰二，一七）

（１）冯国璋电政府，反对加入协约，在京时赞成绝交，系调停府院，非出本心。

（２）章宗祥再与日外相本野商谈中国参战条件。

４﹐９（闰二，一八）段祺瑞电召各省督军来京开会，商定外交大计。

４﹐１０（闰二，一九）

（１）特任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陈炳焜署广东督军，谭浩明署广西督军。

（２）阁议讨论对德宣战问题，意见不同，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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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闰二，二０）

（１）举行故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蔡锷国葬（蔡于十二日，黄于十五日，均葬长沙）。

（２）美使通告外交部，美国与德宣战（４﹐６美国会通过）。

４﹐１３（闰二，二二）奉天郑家屯日兵撤退。

４﹐１４（闰二，二三）津浦铁路发现订购机车舞弊案。

４﹐１５（闰二，二四）

（１）各省督军及代表应段祺瑞召，相继到京。

（２）陆荣廷离北京回广东（不肯参加段祺瑞之军事会议）。

４﹐１６（闰二，二五）商人控财政总长陈锦涛于炼铜厂受贿。

４﹐１７（闰二，二六）参议院常会向国务院质问收买烟土、炼铜厂、津浦路购车三贿案。

４﹐１８（闰二，二七）

（１）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因炼铜厂事受贿，均免职，交法庭办理（殷汝骊逃匿），

以次长李思浩代理部务。

（２）四川第二师师长刘存厚联合被裁之第四师师长陈泽沛，借口裁兵不公，攻击四川督军

罗佩金（滇军），战于成都（段祺瑞严命罗佩金裁军，罗拟撤换刘存厚不成，２﹐２７命刘

陈将所部队伍分别裁遣，限３﹐１０办竣，刘陈抗不遵行。４﹐１５罗将陈师卢师谛旅遣散，

省长戴戡与刘陈暗结，不为罗助，段复从中挑拨）。

（３）四川懋功夷匪汉奸为乱，屠杀汉夷千余人。

４﹐１９（闰二，二八）

（１）川军旅长刘湘、但懋辛、刘成勋，团长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向传义、吕超通电

攻击罗佩金。

（２）成都滇军退守皇城，成都城内大火，焚民房三千余户，死伤千余人。

（３）交通总长许世英下令取消津浦路购车合同。

（４）国史馆暂行停办。

４﹐２０（闰二，二九）

（１）特任罗佩金、刘存厚为超威、崇威将军，以戴戡（黔军）暂行兼代四川督军，刘云峰

接任四川第二师师长。

（２）成都英法日领事调停战事，刘存厚仍继续攻击滇军，刘文辉之混成旅抵省助刘存厚。

（３）驻英法大使函国务院，质问１９１６﹐９﹐３０中美铁路合同。

４﹐２１（三，一）四川省长戴戡调停川滇军之战无效。

４﹐２２（三，二）

（１）津浦路局长童盐临以购车舞弊，交法庭惩戒。

（２）川军第三师锺体道与滇军战于简阳。

４﹐２３（三，三）特派王人文为四川查办使，并严令川滇各军不准再滋事端。

４﹐２４（三，四）

（１）以刘存厚仍攻四川督署，免职查办，令川滇军即日开出成都，将驻川滇军改为陆军第

十四师（４﹐２８任顾品珍为师长）。

（２）唐继尧电责北京政府处置川事不公。

（３）委任各省长都统监督司法行政事宜。

４﹐２５（三，五）段祺瑞召集之军事会议（督军团）开幕，到有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

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

锟，福建督军李厚基，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

孔庚，及其它各省代表共二十余人。

４﹐２６（三，六）督军团一致主张对德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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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三，七）

（１）段祺瑞电令章宗祥以各省督军赞成宣战案通知日本。

（２）众议院通过以李经羲为财政总长（参院亦通过）。

（３）任命朱岳秀为陕北镇守使。

４﹐２８（三，八）罗佩金离成都赴自流井。

４﹐３０（三，一０）

（１）四川省议会通电责戴戡假名中立，阴谋取利。

（２）匪陷陕西宜君延长。

（３）与刺宋教仁案有关之要犯洪述祖在上海被捕。

５﹐１（三，一一）

（１）国务会议决对德宣战（是日仅有段祺瑞及谷锺秀、张耀曾、程璧光出席，督军团倪嗣

冲、张怀芝等列席，力主宣战）。

（２）美国务卿兰辛覆法大使４﹐２１函，申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３）日商在长沙设立之中日银行开幕（滥发纸币，湘人反对，旋即宣告暂停营业）。

（４）广西陆军模范营成立于南宁，马晓军任营长（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均属之）。

５﹐２（三，一二）

（１）英日法俄公使访外交部，促速决定参战方针。

（２）督军团代表倪嗣冲、张怀芝、李厚基等晋见黎元洪请求对德宣战。

（３）滇军全部自成都南退简阳、自流井、叙州。

（４）特任李经羲为财政总长。

５﹐３（三，一三）

（１）段祺瑞燕国会议员疏通对德宣战案。

（２）日公使林权助谒黎元洪，谓中国参战须举国一致，如发生政变，日本亦同其利害。

（３）准交通总长许世英辞职（因津浦路购车舞弊事，以权量暂行代理）。

５﹐４（三，一四）

（１）督军团倪嗣冲、张怀芝、王占元等燕国会议员（由李厚基致词，主对德宣战）。

（２）中日订立胶州湾租借地邮电暂行办法。

（３）前交通总长许世英因有纳贿嫌疑，被京师高等检察厅传讯。

（４）任命张景惠为陆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旅长（代汤玉麟）。

５﹐６（三，一六）

（１）国民外交后援会在北京中央公园开演说大会，朱念祖、张嘉森、汤化龙、孙润宇、李

厚基等均主对德国宣战。

（２）王宠惠奉政府命抵上海，晤孙中山、唐绍仪，疏通对德问题意见（５﹐８返京）。

（３）王正廷、褚辅成等反对参战，与张继、吴景濂等之益友社（宪政商榷会中之一政团）

分离，另组政余俱乐部。

５﹐７（三，一七）

（１）国务院向众议院咨送对德宣战案。

（２）库伦都护使陈箓离库伦回京。

５﹐８（三，一八）

（１）众议院开秘密会议，商对德宣战案。

（２）梁启超发表【外交方针质言】主对德奥宣战。

（３）第三次远东运动会在东京开幕（５﹐１３闭幕）。

（４）京剧名演员谭鑫培卒于北京，年七十一。

５﹐９（三，一九）戴戡就任代理四川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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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三，二０）

（１）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段祺瑞嗾使公民请愿团包围该院（靳云鹏、

傅良佐指挥），迫于当日通过该案，殴打反对派议员，百端辱詈，众院即改开大会，请段祺

瑞等出席，公民团始散。

（２）吉林增设勃利县。

５﹐１１（三，二一）

（１）黎元洪令究办在众议院滋事之人。

（２）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锺秀、海军总长程璧光因国会议员被

辱事，提出辞职。

（３）孙中山、岑春烜、唐绍仪、章太炎、温宗尧联电黎元洪请惩办滋扰众议院之伪公民。

５﹐１２（三，二二）国务会议例会不成。督军团集议，决定留京。

５﹐１３（三，二三）督军团分别邀宴各省国会议员，盼通过参战案。

５﹐１４（三，二四）

（１）孙中山等再电黎元洪请严惩滋扰众议院暴徒之主使者。

（２）美公使芮恩施分晤黎元洪、段祺瑞，黎谓段已失去国会信任，督军并不一致拥段，段

谓无法与国会合作，政府对日本应取友好态度，但不让与主要权利。

（３）日首相寺内致意段祺瑞，先稳固自己地位，再图参战。

（４）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到徐州，晤张勋。

５﹐１５（三，二五）国务院再以对德宣战案咨众议院。

５﹐１６（三，二六）

（１）黎元洪商请王士珍组阁，王谢绝。

（２）冯国璋通电，指摘滋扰国会事件。

（３）孙中山电北京民友会、政学会、丙辰俱乐部及国会议员，反对对德宣战。

（４）黑龙江增设龙门、绥楞、通北、泰来、漠河五县。

（５）俄国临时政府改组，克伦斯基任总理。

５﹐１７（三，二七）

（１）督军团代表李厚基、张怀芝谒黎元洪，请解散国会。

（２）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到南京，晤冯国璋（次日到上海）。

５﹐１８（三，二八）

（１）国务院三次以对德宣战案咨众议院，请速决。

（２）范源廉自天津回北京，徐世昌不允入都（黎元洪迎徐往京调停）。

５﹐１９（三，二九）

（１）众议院以内阁阁员多辞职，且催议咨文乃用国务院名义，非总统提出，法律不合，议

决缓议对德宣战案，须先改组内阁。

（２）吉林督军孟恩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山东督军张怀芝、直隶督军曹锟、福建督军李厚

基、河南督军赵倜、山西督军阎锡山、江西督军李纯、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

绥远都统蒋雁行，及奉天督军张作霖（代表杨宇霆）、浙江督军杨善德、陕西督军陈树藩、

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甘肃督军张广建、新疆督军杨增新、江苏督军冯国璋、贵州督军刘显世、

云南督军唐继尧、湖南督军谭延闿之代表请国务院转呈总统，解散国会，改制宪法。

（３）总统府国务院同派专员往天津劝徐世昌入京（徐仍不允）。

（４）昨日英文京报刊载段祺瑞与日本接洽一万万元借款（二千万由日人代行整理兵工厂，

八千万请日本军官练兵），指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来华，与此事有关云，本日该报主笔陈

友仁被捕。

５﹐２０（三，三０）



- 154 -

（１）张勋通电，响应督军团改组国会主张。

（２）段祺瑞对各督军解散国会呈文，决定不退亦不批。

（３）黎元洪与国会各政团领袖汤化龙、谷锺秀、吴景濂、王正廷等商讨督军团呈文。

５﹐２１（四，一）

（１）黎元洪告孟恩远，请解散国会于法无据，惟有请段祺瑞辞职一途。

（２）督军团与段祺瑞会议，当晚即出京赴天津转往徐州（应张勋邀）。

（３）前清陕甘总督升允自南京到上海，晤郑孝胥等，商宣统复辟事。

５﹐２２（四，二）

（１）黎元洪催各督军速归任。

（２）黎元洪宴美使芮恩施及宪法顾问韦洛贝，表示决免段祺瑞职。

（３）曹汝霖分访美使芮恩施、法使康悌，询对督军团态度，盼予支持，不得要领。

（４）段祺瑞向黎元洪提出改组内阁计划。

（５）四川懋功匪僧若巴为乱，称通治皇帝。

５﹐２３（四，三）

（１）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职，令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理国务院总理，张士钰代

理陆军总长。

（２）黎元洪电各省述免段职原因，并声明请徐世昌出任总理，王士珍继任陆军总长。

（３）特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

（４）段祺瑞通电免职令未经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发生影响，一概不能负责，即出京

赴津。

（５）倪嗣冲、张怀芝、赵倜、李厚基等自天津到徐州，与张勋会议，段祺瑞之代表徐树铮

亦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曹锟、李纯、孟恩远、王占元未到）。

（６）黑龙江都鲁河兵变。

５﹐２４（四，四）

（１）张勋电黎元洪，谓各省以中央首先破坏法律，群情愤激，惟有自由行动。

（２）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捕获伪称【统绪皇帝】

之甘肃匪首吴生彦（生彦封卢占魁为大元帅，在甘蒙边境滋扰）。

（３）任命权量署交通次长仍代理部务。

（４）任命王承斌为直隶第一混成旅旅长。

５﹐２５（四，五）

（１）黎元洪向国会提出李经羲为国务总理（是日黎亲自敦劝王士珍，王推荐李经羲，黎亦

欲借李以联络张勋）。

（２）代理总理伍廷芳通电，谓免段祺瑞职令与约法并无抵触。

（３）段芝贵、丁士源、林长民自天津赴徐州。

５﹐２６（四，六）

（１）安徽省长倪嗣冲宣称段祺瑞免职为非法，即行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

（２）云南督军唐继尧电北京，反对督军团。

（３）众议院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翌日参议院亦通过）。

５﹐２７（四，七）黎元洪电请梁启超来京（梁谢绝），并通电说明请李经羲组阁经过（初

请徐世昌，未获允诺，继请王士珍，亦辞）。

５﹐２８（四，八）

（１）特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

（２）刘廷琛、胡嗣瑗到徐州，与张勋商复辟。

（３）绥远口北司令兼旅长王丕焕杀都统署副官长，代理都统张凤朝，自任都统（都统蒋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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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京）。

５﹐２９（四，九）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宣告与中央脱离关系。

５﹐３０（四，一０）

（１）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宣告独立。

（２）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宣告与中央脱离关系（５﹐２８曾电诋国会及黎）。

（３）张勋电天津徐世昌段祺瑞，反对组织临时政府（段与研究系谋拥徐为临时政府大元帅）。

（４）冯国璋声称各省反对中央，已去电劝阻。

（５）研究系、交通系人物均离北京。

（６）日本报纸盛传美国贷款二十五万元支持黎元洪以抗段祺瑞。

（７）吉林扶余驻军两连改易警察服装，以警备队名义进入哈尔滨，保护商民。

（８）湖南督军谭延闿通电主调停各省与中央之事。

５﹐３１（四，一一）

（１）众议院议长汤化龙（研究系）辞职，吴景濂继任（时参众两院研究系议员去者甚多）。

（２）山东督军兼署省长张怀芝，黑龙江督军兼署省长毕桂芳，帮办军务许兰洲宣告独立。

（３）倪嗣冲电阻李经羲就国务总理任。

（４）黎元洪邀集王士珍、张绍曾、陈光远会议，商对倪嗣冲等叛乱事。

（５）黎元洪通电各省表明态度，如动摇国本，招致内乱，将不惜一死殉国。

６﹐１（四，一二）

（１）直隶督军曹锟、省长朱家宝、福建督军李厚基、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第二十师师长范

国璋宣告与中央脱离关系。

（２）徐州十三省区联合会电请黎元洪退职。

（３）召安徽督军张勋来京，共商国是。

（４）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

６﹐２（四，一三）

（１）独立各省在天津设立总参谋处，以雷震春为总参谋（美使芮恩施曾嘱福开森等作直接

而非正式劝告）。

（２）张勋电黎元洪，以解散国会为罢兵交换条件。

（３）湖北督军王占元电请黎元洪解散国会以息政潮。

（４）粤、滇、桂、川、黔督军通电拥护中央，声讨叛逆。

（５）江朝宗监视黎元洪。

（６）令内务次长张志潭、教育次长袁希涛暂行代理部务（范源廉离京）。

（７）法使康悌代表外交团访伍廷芳，诘以中国政府有无安定时局能力。

（８）美使芮恩施电国务卿，如军人推翻黎元洪，中国南北势将分裂，列强共同调解或可挽

救。

６﹐３（四，一四）

（１）副总统冯国璋向国会提出辞职（冯持中立态度，为舆论所指责）。

（２）督军团拟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以徐世昌为大元帅。

（３）山西督军阎锡山独立。

（４）南京火药库爆炸。

（５）湖南芷江、麻阳等县水灾。

６﹐４（四，一五）

（１）美国务卿兰辛命芮恩施劝告中国内部应先联合一致，对德宣战乃次要问题，并请英法

日三国一致行动。

（２）江西督军李纯自天津入京调停时局（６﹐６离京南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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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绥远旅长王丕焕独立，自任都统。

６﹐５（四，一六）

（１）黎元洪拟辞职，电请冯国璋入京，冯不允。

（２）伍廷芳请美使芮恩施转电美国总统，请即发布声明支持黎元洪，并盼英法取同一态度。

（３）美使芮恩施依６﹐４兰辛训令向外交部提出劝告（日本不满）。

（４）伦敦美大使巴日照会英外部，请共同劝告中国。

（５）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抵北京（次日谒黎元洪）。

（６）倪嗣冲在蚌埠告大陆报记者，张勋进京，将推倒黎元洪，以图复辟。

（７）撤消津京警备总司令（张勋之要求）。

（８）海军总长程璧光赴沪，处理海军事务（旋回京）。

（９）李经羲三辞国务总理。

（１０）陕西、山西、福建省长李根源、孙发绪、胡瑞霖相继为该省督军所逐。

６﹐６（四，一七）

（１）美使芮恩施电告美国务卿，如中国分裂，受益者祇有日本。

（２）东京美代办及巴黎美大使分别照会两国外交部，请共同劝告中国维持一统一而能负责

之政府。

（３）日本政府成立紧急外交调查会。

（４）张勋告大陆报记者，否认帝制，黎元洪已允解散国会，段祺瑞不必复职。

（５）天津总参谋处以争论复辟共和问题，互殴。

（６）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辞职。

（７）孙中山电陆荣廷、唐继尧等共起讨逆救国。

（８）章炳麟电诋冯国璋不讨伐叛逆倪嗣冲、张勋等。

（９）孙中山、章炳麟通电讨伐叛督。

６﹐７（四，一八）

（１）张勋自徐州北上，并通电独立各省，盼一致进行，出发军队，应勿再进扎。

（２）曹汝霖代表督军团与北京公使团接洽，公使团不承认天津政府。

（３）熊希龄通电反对清帝复辟。

（４）令农商次长文群暂行代理部务。

６﹐８（四，一九）

（１）张勋自徐州率所部五千余人（辫子兵）至天津，要求黎元洪于三日内解散国会，否则

不负调停之责（日本支持张勋行动）。

（２）天津各国领事警告天津总参谋处，注意辛丑条约。

（３）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自津告黎元洪，谓徐世昌、段祺瑞仍均主解散国会。

（４）孙中山再电粤桂滇黔川湘各省克日誓师讨逆。

（５）陆荣廷通电拥护共和。

（６）令司法部次长徐谦暂行代理部务（张耀曾请假）。

６﹐９（四，二０）

（１）冯国璋通电响应熊希龄反对复辟电。

（２）张勋派兵二千自天津开赴北京。

（３）唐继尧通电拥护黎元洪，维持共和立宪。

（４）俄使库达摄夫呈递俄临时政府国书。

６﹐１０（四，二一）孙中山、章炳麟电黎元洪及西南各省，主严惩祸国罪魁徐世昌、段祺

瑞、冯国璋、张勋、梁启超、汤化龙、熊希龄。

６﹐１１（四，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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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天津方面连催黎元洪下解散国会令，伍廷芳拒不副署。

（２）广州陈炳焜、李烈钧、陈炯明、朱庆澜会议，决讨伐祸首，拥护共和。

６﹐１２（四，二三）

（１）准外交总长伍廷芳免代理国务总理职，以步兵统领江朝宗暂代国务总理。

（２）海军总长程璧光通电劝告各省速取消独立。

（３）美使芮恩施电告国务卿，谓日本报纸传播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助黎免段。

（４）日本国民外交大会在大阪开会，主维护中国共和。

６﹐１３（四，二四）

（１）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并通电宣布苦衷。

（２）伍廷芳离京南下（通电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情形）。

（３）张勋晤徐世昌，商复辟事。

（４）日本派石井菊次郎为赴美特使。

６﹐１４（四，二五）

（１）张勋自津到京，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同行。

（２）奉天督军张作霖通电，主仍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３）孙中山派胡汉民至粤，商讨逆护法（时驻粤滇军将领李烈钧、张开儒等组滇粤联军，

推朱庆澜为总司令）。

（４）英外部拒绝美国共同劝告中国之请。

（５）北京烟酒商业银行开业。

６﹐１５（四，二六）

（１）张勋晤黎元洪，商定解决时局办法（组织责任内阁，召集宪法会议，改良国会规则，

赦免政治犯，屏退公府佥士）。

（２）倪嗣冲反对十三日黎元洪通电，认黎无悔祸诚心。

（３）曹锟、阎锡山等分别通电，推王士珍组阁。

（４）日驻美大使佐藤照会美国务卿兰辛，日本在华有卓越之政治经济利益，但避免干涉中

国内政（覆拒６﹐６美照会），佐藤并声称日本对华有特殊关系，要求重予保证。

（５）【民铎】杂志在上海出版。

６﹐１６（四，二七）

（１）司法次长徐谦辞职，任命江庸署司法次长代理部务。

（２）张勋着红顶花翎黄马褂，谒清帝溥仪。

（３）张勋、王士珍联电为李经羲内阁疏通。

（４）倪嗣冲、张怀芝、赵倜等反对李经羲组阁，主段祺瑞复职。

（５）陆荣廷通电，维持共和，拥护元首。

（６）孙中山派戴传贤自上海赴日本（曾晤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

（７）黑龙江帮办军务兼师长许兰洲迫走毕桂芳，自任督军（毕于６﹐１４通电下野）。

６﹐１７（四，二八）

（１）冯国璋等电复王士珍、张勋，谓对内阁无成见。

（２）康有为通电，主废约法。

（３）胡汉民自广州赴广西晤陆荣廷，商讨逆事（７﹐２２离南宁返粤）。

６﹐１８（四，二九）

（１）张勋电各省取消独立。

（２）广州各界举行公民大会，要求广东督军出师北伐。

６﹐１９（五，一）

（１）旅沪参众两院议员通电认解散国会命令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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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直隶、河南、安徽、陕西声明取消独立。

（３）帮办奉天军务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应张勋之约到北京。

（４）孙中山通告中华革命党员，速行筹款，兴师讨贼，维持共和。

６﹐２０（五，二）

（１）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宣告国会未经恢复以前，暂行自主。

（２）奉天、山东、山西、浙江声明取消独立（张怀芝仍反对李经羲组阁）。

６﹐２１（五，三）

（１）天津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宣告解散。

（２）海军总长程璧光又赴沪。

６﹐２２（五，四）

（１）张勋访日使林权助，密谈四小时。

（２）段祺瑞电劝王士珍组阁。

（３）福建、甘肃声明取消独立。

（４）黑龙江旅长英顺、巴英额通电不承认许兰洲为督军。

（５）广东开弛赌禁筹饷。

６﹐２３（五，五）

（１）张勋遍访各国公使。

（２）程璧光在上海召集海军将领会议，拥护总统国会约法，反对督军团叛变（上海德国总

领事以金钱助孙中山、唐绍仪，策动海军反抗段祺瑞，经手人为曹埃布尔）。

（３）江西吉安赣州水灾。

６﹐２４（五，六）

（１）特任李经羲兼财政总长，王士珍为陆军总长，仍兼参谋总长，萨镇冰为海军总长。

（２）特派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

（３）广东督军陈炳焜派高雷镇守使林虎为接收警卫军专员（警卫军为省长朱庆澜收编之粤

军，拒不受命）。

６﹐２５（五，七）

（１）李经羲就国务总理职。

（２）山西景霨文、张士秀举兵讨阎（阎锡山）

军，连占永吉、虞乡、河津、曲沃、翼城、绛、夏七县（景等与驻洛阳之张敬尧第七师相结，

张谋进兵山西，为北京所制止）。

６﹐２６（五，八）

（１）粤桂督军陈炳焜、谭浩明否认李经羲为国务总理。

（２）谭延闿通电请遵守约法。

（３）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之驻粤滇军，准备北伐（滇军与粤军联合，对抗桂军）。

（４）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文科，改为国史编纂处。

６﹐２７（五，九）

（１）康有为秘密到北京（一作６﹐２８）。

（２）黎元洪派员赴粤，劝李烈钧从缓进兵。

（３）日本众议员尾崎行雄质问寺内首相扶助中国北方军阀。

（４）北京地方审判所判决财政部受贿案，陈锦涛、贾士毅等均处徒刑，并褫夺官吏权终身。

６﹐２８（五，一０）教育部改订大学学制，预科二年，本科四年。

６﹐２９（五，一一）

（１）特任江庸署司法总长，李盛铎署农商总长，龙建章署交通总长（李经羲原拟邀汤化龙、

张謇、汪大燮、赵尔巽、严修入阁，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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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粤军攻占福建诏安，讨李厚基。

６﹐３０（五，一二）

（１）张勋、刘廷琛、陈宝琛会于清宫（是晚张勋宴王士珍、江朝宗、康有为等）。

（２）蒙古王公在北京开会，西蒙主附库伦，东蒙主自治，大起冲突。

７﹐１（五，一三）

（１）梁启超通电反对复辟（梁及汤化龙即说段祺瑞举兵）。

（２）晨四时张勋偕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第十二师长陈光

远、第十三师长李进才，及康有为、刘廷琛、沈曾植、劳乃宣等拥清帝宣统复辟。

（３）宣统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

芳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授梁敦彦、雷震春、朱家宝、张镇芳、王

士珍等为外务、陆军、民政、度支、参谋等部尚书，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

授张勋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陆荣廷为两广总督，并以曹锟等

为各省巡抚提督（是日由张勋、王士珍、江朝宗、师长陈光远、李进才、蔡成勋、张永成、

旅长刘金镖、张锡元、吴长植、李奎元、萧安国、陆锦、吴炳湘等通电宣布）。

（４）总统黎元洪避入日本使馆，通电各省出师讨伐张勋（此电系派员至上海拍发）。

７﹐２（五，一四）

（１）黎元洪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便宜处理，准李经羲免职，并电请副总统冯国璋暂代

大总统职务。

（２）程璧光以海军总长名义自上海通电讨伐复辟。

（３）段祺瑞、梁启超到马厂，号召驻军第八师师长李长泰部讨逆。

（４）岑春烜通电请讨张勋、康有为，并讽劝清室。

（５）宣统授瞿鸿禨、升允为大学士，并授沈曾植、萨镇冰、劳乃宣、李盛铎、詹天佑、贡

桑诺尔布为学部、海军、司法、邮传、理藩部尚书，张曾 为都御史，胡思敬为副都御史，

禁止亲贵干政。

７﹐３（五，一五）

（１）段祺瑞通电讨伐张勋，并以讨逆军（共和军）总司令名义布告天下（文出梁启超手，

梁士诒电天津叶恭绰由交通银行筹款二百万元助段）。

（２）冯国璋通电讨张勋。

（３）陆荣廷通电反对复辟。

（４）清外部尚书梁敦彦遍访各国公使。

（５）宣统宣布大政方针，并授陈光远、范国璋、蔡成勋等为直隶、浙江、福建等省提督。

７﹐４（五，一六）

（１）段祺瑞于马厂誓师，并与冯国璋联电数张勋八罪，即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派段芝贵为

东路司令，曹锟为西路司令，倪嗣冲为皖鲁豫联军司令，并以梁启超、汤化龙、李长泰、徐

树铮为参赞，靳云鹏为总参议，傅良佐、曲同丰为军事参议，张志潭为秘书长，曾毓隽、刘

崇杰、叶恭绰、丁士源分任军需、交涉、交通、军法处长。

（２）李经羲出京，电述张勋阴谋与罪恶。

（３）段祺瑞檄徐州镇守使张文生及定武军将校。

（４）段祺瑞宣布就国务总理职。

（５）孙中山与程璧光、唐绍仪、孙洪伊、章炳麟等商移政府于上海，迎黎元洪南来，并发

讨逆宣言。

（６）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推举陆荣廷为两广讨逆军总司令。

（７）徐世昌通电反对复辟。

（８）四川师长刘存厚与督军戴戡为北京复辟问题发生争执，刘部川军向成都集结（刘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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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任为四川巡抚）。

（９）宣统令各省推举三人来京筹议宪法国会，授徐世昌为太傅，张人骏、周馥为协办大学

士，岑春烜、赵尔巽、陈夔龙、吕海寰、邹嘉来、铁良、冯煦等为弼德院顾问大臣，马安良、

马福祥为甘肃固原提督。

７﹐５（五，一七）

（１）讨逆军西路司令曹锟占卢沟桥，东路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李长泰第八师占黄村，段祺

瑞自马厂返抵天津。

（２）公使团要求张勋、段祺瑞保护京津铁路通车。

（３）四川师长刘存厚（川军）与督军戴戡（黔军）在成都激战，焚杀惨烈。

（４）广东阳山兵变。

７﹐６（五，一八）

（１）冯国璋在南京就代理大总统职并由天津发出布告。

（２）段祺瑞设国务院办公处于天津。

（３）张勋通电申述徐世昌、冯国璋前均赞同复辟，徐州会议各省督军亦曾决定，并声明已

辞宣统所任之议政大臣。

（４）宣统命徐世昌以太傅大学士辅政，即日来京（陈宝琛、王士珍、张勋商定授张作霖为

东三省总督，命即进京勤王）。以孙宝琦充督办税务大臣。

（５）瞿鸿禨声明与复辟无关。

（６）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驾飞机向清宫抛掷炸弹三枚。

（７）康有为、梁敦彦等请日使林权助向段祺瑞调停，被拒。

（８）美国务卿兰辛向日使佐藤重申１９１５﹐３﹐１３白莱安之声明，并谓在华美人从无

政治活动。

７﹐７（五，一九）

（１）代理总统冯国璋褫张勋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各职，特任倪嗣 兼署安徽督军，齐耀琳

兼代江苏督军，曹锟兼署直隶省长（朱家宝免），并令各省军队各驻原防，不得藉端号召（段

祺瑞亦电各省，勿移师北来，并不得另立名目，添募军队）。

（２）张勋电参加徐州会议各督军飞速赞成复辟，以践前约。

（３）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拒张勋军于廊房。

（４）康有为奉清醇亲王载沣命往商各国公使保护宫禁。

（５）外交总长伍廷芳电告携印至沪，暂在上海交涉署办公。

（６）四川师长周道刚、熊克武通电，联合滇军师长顾品珍、赵又新等召开资州会议，调解

川黔军冲突，共筹北伐，请滇黔两省军队停止前进。

７﹐８（五，二０）

（１）段祺瑞派汪大燮、刘崇杰访各国公使，提出对张勋条件，即由各国公使转知梁敦彦。

（２）张勋通电辞职，请徐世昌组内阁，召国会，议宪法，徐未到京以前，暂请王士珍执行

（张勋拟率部回徐州，是日曾请法公使邀徐世昌来北京调停，美英不赞同）。

（３）宣统准张勋开去内阁议政大臣，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各缺。内阁政务由王士珍办理，

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研一切交接善后事宜。

（４）康有为避入美使馆。

（５）孙中山离上海赴广东，陈炯明、朱执信、章炳麟同行。

７﹐９（五，二一）

（１）北京附近驻军第一师、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师相继响应讨逆军，包围北京城。

（２）公使团劝告清室解除张勋军武装（载泽希望徐世昌调停）。

（３）令将留守徐州之张勋部队（定武军），改归倪嗣冲节制（



- 161 -

定武军改为安武军，由张文生统带）。

（４）代理总统冯国璋免外交总长伍廷芳职。

（５）第二十八师长冯德麟以参与复辟，在天津被捕（冯拟回奉天）。雷震春、张镇芳在丰

台被捕。

（６）成都刘存厚川军败戴戡黔军，围攻督军署。

（７）粤军退出福建诏安。

７﹐１０（五，二二）

（１）段祺瑞通告对清室惟求撤除帝号，优待条件继续有效。

（２）张勋通电，斥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及各督军背信卖友。

（３）张勋据北京南池子备战，并答段祺瑞，谓清室帝号不能取消，所部必返徐州，否则决

死一战，并宣布复辟内幕。

（４）讨逆军第三师、第八师及第十六混成旅攻占丰台。

（５）川南罗佩金通电调解成都之战，请各军各驻原防。

（６）胡适自美国留学返国，本日抵上海。

７﹐１１（五，二三）

（１）段祺瑞通告公使团，明日进攻北京，炮击天坛及皇城附近张勋部。

（２）山东土匪毛思忠等陷曹县。

７﹐１２（五，二四）

（１）讨逆军师长李长泰、陈光远，旅长冯玉祥、吴佩孚、王承斌等克复北京，张勋避入荷

兰使馆（是日张勋部死伤仅数十人，天坛张部缴械，每兵六十元。

皇城张部至７﹐１５始缴械，每兵八十元）。

（２）段祺瑞任陈光远为讨逆军中路司令，倪嗣冲为南路司令。

（３）粤桂等省电询冯国璋对于国会之办法（冯未覆）。

７﹐１３（五，二五）

（１）宣统第二次宣布退位。

（２）徐州张勋部哗变。

（３）孙中山自上海抵汕头，命朱执信、章炳麟、陈炯明赴广州接洽。

７﹐１４（五，二六）

（１）国务总理段祺瑞入京视事。

（２）法使康悌代表公使团晋见段祺瑞，劝迅即对德奥宣战。

（３）总统黎元洪自日使馆回邸，通电宣布去职。

（４）冯国璋电告奉还代理大总统职权于黎元洪。

（５）冯玉祥通电请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及宣统帝号。

（６）张家口兵变。

（７）任命张志潭为国务院秘书长。

（８）英代办向美公使芮恩施抗议１９１６﹐９﹐２９中美铁路合同违犯中英湖广筑路优先

权（８﹐２４美国答复，强调门户开放政策）。

７﹐１５（五，二七）

（１）特任汪大燮为外交总长，段祺瑞兼陆军总长（王士珍免），刘冠雄为海军总长。

（２）褫震威将军雷震春、第二十八师长冯德麟职（第二十八师师长改由张作霖兼）。

（３）特派萨镇冰为海疆巡阅使。

７﹐１６（五，二八）

（１）徐世昌自天津到北京，商维持优待清室条件。

（２）黎元洪住宅发现持刀杀人之凶案，死三人，伤二人，黎即移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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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为黎宅卫队排长，据云为一疯汉，被杀伤者均卫队官兵）。

（３）唐继尧通电讨伐四川师长刘存厚。

７﹐１７（五，二九）

（１）孙中山乘【海琛】军舰自上海到广州，倡导护法。

（２）特任汤化龙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

曹汝霖为交通总长（第二次段内阁成立，汤、梁、林均研究系，张与研究系近，曹为新交通

系）。

（３）段祺瑞以总统令宣布清内务府转宣统上谕，复辟系由张勋矫挟（徐世昌据７﹐１３诏

改正）。

（４）国务院令严缉参与复辟之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

（５）唐继尧通电不承认段祺瑞之国务总理。

（６）令刘存厚、戴戡约束所部，息争安民，静候中央查明处理。

（７）四川省长兼督军戴戡为刘存厚所败，退出成都（时滇黔军正进兵援戴）。

（８）以段芝贵为京师卫戍司令。

７﹐１８（五，三０）

（１）梁启超、汤化龙等商组织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

（２）国会议员一百三十余人发布宣言，在粤开非常会议。

（３）孙中山电促岑春烜、伍廷芳、唐绍仪等来粤。

（４）清室以复辟出强迫，本未承认，不须下退位诏。

（５）英日法俄四国公使劝告中国参战。

（６）特任李厚基兼署福建省长。

７﹐１９（六，一）

（１）孙中山电请国会议员于粤滇湘各省择地开会，另电忠告段祺瑞。

（２）国务会议，讨论对德宣战案，及召集临时参议院案。

（３）任命叶恭绰署交通次长。

７﹐２０（六，二）

（１）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援助段祺瑞为唯一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持南方。

（２）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先平川乱，然后北伐。

（３）总统府军事顾问丁槐在上海租界被捕（丁受黎元洪命，携总统印来沪，冯国璋索取被

拒，丁被捕后，即被引渡，印亦夺去）。

（４）京师地方审判厅长判前滋扰众议院之伪公民团以拘役罚金。

７﹐２１（六，三）

（１）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第一舰队林葆怿宣言否认约法毁弃国会解散后之政府，并痛诋倪

嗣冲等。

（２）陆荣廷电冯国璋，请速复国会，否则西南各省无从调停。

（３）梁启超告申报记者，谓国会不宜恢复，主召集临时参议院。

（４）段祺瑞遣靳云鹏至南京，促冯国璋北上。

（５）复任冯玉祥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讨伐复辟之时，冯实际已复任）。任命王克敏

为中国银行总裁。

（６）四川督军兼省长戴戡、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长黄大暹、贵州第一混成旅长熊其勋在

华阳秦皇寺为刘存厚部团长廖谦、营长廖益所杀，全军五千人覆没（廖氏兄弟为黔人，与戴

有旧怨。一说张、黄于７﹐７被杀，戴、熊于７﹐１７被杀）。

７﹐２２（六，四）

（１）冯国璋通电卸代总统职，声明暂不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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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程璧光及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所属舰只自吴淞赴广东，通电不承认北京政府，

唐绍仪、汪兆铭同行。

７﹐２３（六，五）

（１）免海军总司令程璧光职。

（２）内务总长汤化龙正式呈请速行召集临时参议院。

７﹐２４（六，六）

（１）日本内阁以对美交涉注意事项发付赴美特使石井菊次郎，强调日本在中国之特殊地位。

（２）国务院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电文出梁启超手）。

（３）特派饶怀文署海军总司令，以林颂庄、杜锡珪任第一、第二舰队司令。

（４）特任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

（５）荷使拒绝引渡张勋。

７﹐２５（六，七）

（１）国会议员在广东开非常会议，商组军政府。

（２）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饶怀文、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通电服从中央。

（３）北京调刘承恩为广东省长，朱庆澜为广西省长（两省不承认此项命令）。

７﹐２６（六，八）

（１）国务会议，主无条件加入协约。

（２）段祺瑞之讨逆军司令部撤消。

（３）特任鲍贵卿为黑龙江省督军（鲍为张作霖所保，许兰洲夺督军未成，寻被迫赴奉天）。

（４）特任陈树藩兼署陕西省长（李根源免）。

（５）特派张敬尧督办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事宜。

７﹐２７（六，九）

（１）冯国璋宣布时局主张，主疏通调和。

（２）滇军（顾品珍）围攻成都，北京令代理四川督军周道刚率师解围，滇黔各军亦不得再

进。

（３）任命陈光远为绥远都统。

７﹐２８（六，一０）

（１）驻保定范国璋第二十师动员入湘。

（２）派王克敏为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为副总裁。

（３）日本赴美特使石井菊次郎起程。

７﹐２９（六，一一）

（１）段祺瑞电陆荣廷，请疏通西南各省意见。

（２）安徽匪及溃兵陷五河县。

７﹐３０（六，一二）北京政府电各省，就在京人员推举一二以为临时参议员之预备。

７﹐３１（六，一三）以陆锦代蒋作宾为参谋次长。

８﹐１（六，一四）

（１）代理总统冯国璋抵京，清室代表贝勒载润迎之。

（２）财政部呈准免除田赋遇闰加征制度。

８﹐２（六，一五）

（１）国务会议再度议决对德宣战。

（２）任命孙烈臣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兼二十八师师长。

８﹐４（六，一七）冯国璋派内务总长汤化龙向清逊帝溥仪致谢。

８﹐５（六，一八）

（１）北京大学发表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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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程璧光及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抵广东黄埔。

（３）清醇亲王载沣访徐世昌（徐谓冯、段对清室无他）。

（４）杭州火药库爆炸。

８﹐６（六，一九）

（１）特任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原任湘督军谭延闿免）。

（２）特派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

（３）任命蔡成勋为绥远都统。

（４）驻京各国公使觐见代理总统冯国璋。

（５）国务院组织战时国际事务委员会，陆征祥、陆宗舆、魏宸组、陈箓、汤芗铭、张嘉森

等五十人为委员。

（６）比国公使麦叶觐见。

８﹐７（六，二０）

（１）英国赞同日本援助中国北方政府之提议。

（２）特任陈毅为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任命范其光都护副使兼充乌里雅苏台佐理

员。

８﹐８（六，二一）任命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

８﹐９（六，二二）川滇军战于四川湄州嘉定。

８﹐１０（六，二三）

（１）谭延闿电广州，速拨张开儒、方声涛部滇军向长沙集中。

（２）暂代四川督军周道刚在重庆就职。

（３）研究系阁员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为四川督军戴戡被戕案与段祺瑞在国务会议中发

生争执（段袒刘存厚，梁等主严惩）。

（４）北京模范监狱反狱。

（５）中日中华汇业银行规约签字。

８﹐１１（六，二四）

（１）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拥护约法：１。总统如不复职须向国会辞职，２。恢复国会，３。

国务员非得国会同意无效，４。惩办称兵抗命祸首。

（２）以李长泰为步军统领，王汝贤为第八师长。

８﹐１２（六，二五）任命张培梅为晋南镇守使，张树帜为晋北镇守使（孔庚、董崇仁免）。

８﹐１４（六，二七）

（１）布告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各国公使。

（２）美公使芮恩施照会外交部，声明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与优待。

（３）接收天津奥国租界。

（４）外交部照会法使，请派兵监视收管东交民巷之德华银行。

（５）国务院电复陆荣廷说明更易湘督原因（陆曾电请冯国璋收回成命，维持湖南现状）。

（６）唐继尧组织靖国军，自任总司令，以顾品珍、赵又新、廋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

声涛为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司令，并电陆荣廷，即命驻粤之张开儒、方声涛部援湘。

８﹐１５（六，二八）

（１）任命卢永祥会办江苏军务。

（２）任命吴俊升（张作霖部）为陆军第二十九师师长。

８﹐１６（六，二九）

（１）特任夏寿康为平政院院长。

（２）陆荣廷电西南各省共同应付湘局，赞成唐继尧派驻粤滇军开往援助之议。

８﹐１８（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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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到粤国会议员一百五十余人举行谈话会，商开设国会，组立政府，决定开非常会议（明

日通电）

。

（２）张继、戴传贤到日本（事先孙中山、程璧光、李烈钧、吴景濂等有电致日本朝野）。

（３）设立国防委员会。

（４）特派段芝贵为京畿警备总司令。

（５）任命张作相为陆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四旅旅长。

（６）济南火药库爆炸。

（７）广东连县兵变。

８﹐１９（七，二）

（１）广东督军省长宣布对德奥宣战。

（２）汉冶萍煤矿大火。

８﹐２０（七，三）陈炳焜电张开儒、方声涛速行援湘，并电陆荣廷由粤桂派兵策应（张、

方部以陈不拨饷粮，未开动）。

８﹐２１（七，四）黑龙江省增设林甸县。

８﹐２２（七，五）

（１）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抵华盛顿。

（２）贵州督军刘显世通电，主按照约法，召集国会。

（３）特任卢弼为平政院院长。

（４）褒恤前浙江都督汤寿潜。

（５）开封水灾。

８﹐２３（七，六）

（１）梁启超函日本犬养毅，盼中日提携，并商币制改革借款。

（２）云南大闵县地震，历二小时，灾害极惨。

（３）特派李纯兼督办浦口商埠事宜。

８﹐２４（七，七）

（１）任命张澜暂行护理四川省长。

（２）唐继尧派靖国军第四军黄毓成进向四川泸州（８﹐２８第三军廋恩旸续发）。

（３）澳门葡商之水泥厂越界在琼山取泥，船只被扣，葡人抗议。

８﹐２５（七，八）国会议员在广州开非常会议，吴景濂为议长，商组织政府。

８﹐２６（七，九）广东省长朱庆澜以不见容于督军陈炳焜，离广州（翌日省议会选举胡汉

民为省长，亦为陈所反对）。

８﹐２７（七，一０）山东禹城县兵变。

８﹐２８（七，一一）

（１）黎元洪得段祺瑞、冯国璋同意，出京还天津私宅，声明不南下，不见客，不预闻政治。

（２）财政总长梁启超与日本银行团代表正金银行理事小田切万寿订立一千万日元之垫款条

约，作为善后借款之垫款，以盐余为担保（西原借款之一，又财政部拟向英法俄日四国银行

团商第二次善后借款一万万元，尚未确定）。

（３）山东督军张怀芝向中日实业公司借日金一百五十万元。

（４）蒙匪自呼伦贝尔侵扰索伦，并陷奉天之突泉。

８﹐２９（七，一二）

（１）北京通缉广州之国会议员。

（２）莫理逊之北京亚细亚图书馆藏书二万四千余（即莫理逊文库），让售与日人岩崎久弥。

８﹐３０（七，一三）奉天辑安县中韩人民冲突，日本派兵包围县城，拘捕中国警察（旋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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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８﹐３１（七，一四）

（１）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

（２）北京特任李耀汉署广东省长（陈炳焜所保举，寻复由广东省议会推选）。

（３）山东禹城兵变。

９﹐１（七，一五）

（１）广州国会非常会议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２）谭延闿辞湖南省长，返茶陵原籍（谭以广东援军不至乃令所部湘军向湘南撤退，以刘

建藩为零陵镇守使，以保实力）。

（３）广东督军陈炳焜强将省长亲军二十营编入警卫卫营，发生争执（此二十营已拨归陈炯

明编为海军陆战队）。

（４）汉冶萍煤铁矿公司股东与日商安川敬一郎订立合办钢铁厂契约（厂设日本福冈县，资

本一千万元，全由日商担任，汉冶萍公司每月供给生铁五万吨）。

９﹐２（七，一六）

（１）广州国会非常会议举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２）陆荣廷电广州国会非常会议，主由黎元洪复职，反对在粤另组政府，并通电声明以后

广东发生任何问题，概不负责。

（３）东京中国留学生庆祝广州非常国会，并欢迎张继、戴传贤（９﹐１７戴返国）。

（４）安庆安武军及徐州定武军（张勋旧部）哗变。

９﹐３（七，一七）

（１）驻英日大使照会英外务部，主由协约国支持北京政府，勿助反对派（英同意）。

（２）特任阎锡山暂兼山西省长。

９﹐４（七，一八）

（１）驻美日大使照会美国务院，主由列强予中国中央政府以有效支持，勿予反对派以任何

鼓励或援助。

（２）广西督军谭浩明电广州国会，反对另组政府。

（３）陆军部设立俘虏情报局。

９﹐５（七，一九）粤汉铁路武昌至岳州段通车。

９﹐６（七，二０）

（１）美国务院覆日大使，同意其９﹐４主张，并建议由对德交战国家立即会商最佳办法。

（２）日特使石井菊次郎初晤美国务卿兰辛。

（３）公布各省教育厅及实业厅暂行条例及组织大纲。

９﹐７（七，二一）

（１）安徽当涂定武军（张勋旧部）哗变。

（２）任命各省教育厅长。

９﹐８（七，二二）

（１）协约国（英、法、日、俄、义、比、葡）

允将庚子赔款延缓五年付交，承认关税切实值百抽五之原则，为监视德奥人，中国军队暂得

在天津附近二十里内出入。

（２）唐继尧电广州非常国会，不受元帅之职。

（３）陈炳焜对广州报界声明冯代总统为合法，段内阁为非法，反段不反冯，对广州军政府

不表赞成，亦不干涉，但不负担经费。

（４）特任倪嗣冲为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黄家杰为安徽省长，任命齐燮元为江宁镇守使。

（５）任命各省实业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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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七，二三）新任湖南督军傅良佐抵长沙（傅于８﹐２６自北京南下，先与江苏督军

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会晤，再至岳州观望）。

９﹐１０（七，二四）

（１）孙中山在广州就大元帅职，宣言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黎元洪）。

（２）广州国会通过军政府各部总长：外交伍廷芳（９﹐２５以王正廷署理），内务孙洪伊

（未就，由居正署理），财政唐绍仪（未就，９﹐２２由廖仲恺代理后由伍兼），陆军张开儒，

海军程璧光，交通胡汉民（９﹐２５以马君武代理），司法徐谦（翌日，由孙中山正式任命）。

（３）孙大元帅任李烈钧为参谋总长，章炳麟为大元帅府秘书长，许崇智为参军长，林葆怿

为海军总司令，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李福林为大元帅府亲军总司令。

（４）陆荣廷召开军事会议，决出兵湖南。

（５）冯国璋夫人周道儒卒。

９﹐１１（七，二五）外蒙库伦政府订借俄款三百万卢布。

９﹐１２（七，二六）

（１）孙大元帅任陈炯明为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

（２）梁启超函熊希龄，拟以缓付之庚子赔款发行公债，改革币制。

（３）添设厦门、汀漳两镇守使，以唐国模、臧致平分任之。

（４）奉天模范监狱囚犯越狱。

９﹐１４（七，二八）奉天锦县中日军队冲突，一日人毙命，日使抗议。

９﹐１５（七，二九）

（１）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驻衡州之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宣告自主，与两广云南各

省一致（傅良佐先已免刘、林职）。

（２）孙中山任汪兆铭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９﹐２２改以徐谦代，原任章炳麟赴云南，促

唐继尧就元帅职）。

９﹐１６（八，一）

（１）广州国会选褚辅成为众议院副议长（代陈国祥）。

（２）桂军林虎进入湖南衡山。

（３）奥国公使出京回国。

９﹐１７（八，二）

（１）任命王永江为奉天财政厅长。

（２）孙中山派章炳麟赴云南（９﹐２６到达）

。

９﹐１８（八，三）孙大元帅咨询国会以对德宣战意见。

９﹐２０（八，五）蒋中正撰【对北军作战计划】，上孙大元帅。

９﹐２１（八，六）山东利津黄河漫溢冲决。

９﹐２２（八，七）广州国会承认对德宣战案（９﹐１８通过容认交战状态，至是改为承认）。

９﹐２３（八，八）梁启超劝陈炳焜勿坚持恢复旧国会，盼与段祺瑞结纳。

９﹐２４（八，九）

（１）广东督军陈炳焜举行驻粤桂军入湘誓师典礼。

（２）近畿一带永定河运河决口。

９﹐２５（八，一０）桂粤军马济、陆裕光部向湖南出动。

９﹐２６（八，一一）

（１）广州军政府布告对德宣战。

（２）程潜在衡州称湘南护法军总司令。

（３）任命吴金彪帮办江西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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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吉林匪陷富锦县。

９﹐２７（八，一二）

（１）教育部公布修正大学令。

（２）程璧光偕陈炳焜自广州赴广西，疏通陆荣廷。

（３）张继自日本返国。

９﹐２８（八，一三）

（１）交通银行总裁曹汝霖第二次与日本台湾、朝鲜、兴业三银行订二千万日元借款合同（西

原借款之一）。

（２）添设直隶口北镇守使（驻宣化）。

９﹐２９（八，一四）

（１）北京政府令各省选派参议员，于一个月内到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并令内务部筹备国会

选举事宜。

（２）北京政府通缉孙中山、吴景濂。

（３）特派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

９﹐３０（八，一五）

（１）调任熊克武为川边镇守使（恐熊与南军合，故调离重庆）。

（２）东三省军队败蒙匪，克复海拉尔城（呼伦贝尔）。

１０﹐１（八，一六）

（１）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在美演说日对华政策，即亚洲门罗主义。

（２）日本于青岛正式设民政总署（即合并于日帝国，原为军事统治）。

（３）蒋中正再向孙大元帅上对北军作战计划。

１０﹐２（八，一七）

（１）陆荣廷、程璧光、陈炳焜等会于南宁平塘，决定北伐。

（２）梁启超电劝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勿进兵湖南。

１０﹐３（八，一八）

（１）孙大元帅通电反对北京另组国会。

（２）唐继尧通电北伐。

（３）梁启超电劝广东省长李耀汉取消自主。

（４）浦口下关间之渡江轮船（飞虹）为兵轮撞沉。

１０﹐４（八，一九）

（１）北京派靳云鹏赴日本观操（接洽军械借款）。

（２）派籍忠寅（研究系）为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

１０﹐５（八，二０）英、日、法等七公使覆外交部，允开关税会议。

１０﹐６（八，二一）

（１）湖南北军第八师王汝贤、第二十师范国璋及湘军第二师陈复初与南军赵恒惕、刘建藩、

林修梅战于衡山西南之萱州河（南军仅湘军第一师第二旅及叶开鑫混成团），败之。

（２）北京政府通缉蓝天蔚等（因蓝等受孙中山命令，谋在东北起事）。

（３）孙科等自广州赴菲律宾筹款（寻又转往爪哇新嘉坡）。

１０﹐７（八，二二）

（１）孙大元帅宣布北京政府之悖谬，并下令讨伐段祺瑞、倪嗣冲、梁启超、汤化龙等。

（２）协约国七公使照会外交部，自本年１０﹐１起，庚款延付五年。

１０﹐８（八，二三）

（１）福州日本烟草商人因漏税被扣，日领事抗议。

（２）鲁匪毛思忠降于四省剿匪司令张敬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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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八，二四）北京令周肇祥暂行兼署湖南省长（原任谭延闿）。

１０﹐１０（八，二五）

（１）援湘之皖军（安武军）统领李传业占攸县。

（２）广州军事会议决动员大军入湘，以谭浩明任粤桂湘联军总司令。

（３）孙中山大元帅函商会劝募军实。

（４）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三次会议在杭州开会（１０﹐２７闭会）。

（５）济南火药库爆炸。

１０﹐１２（八，二七）

（１）交通总长曹汝霖与日本南满铁道会社订立吉长铁路合同，借款六百五十万日元（西原

借款之一）

。

（２）惠州绥靖督办张天骥对军政府独立（梁士诒策动）。

１０﹐１３（八，二八）于英属纽丝纶（纽西兰）设领事馆。

１０﹐１４（八，二九）

（１）陈炳焜、谭浩明、程璧光、李耀汉通电要求罢斥段祺瑞，迎黎元洪复职，恢复旧国会，

撤回傅良佐。

（２）川滇军在四川荣昌、资州、内江一带连日激战（川军为刘存厚、锺体道部，滇军为黄

毓成、顾品珍、赵又新部）。

（３）孙大元帅任许崇智署理陆军总长。

１０﹐１５（八，三０）

（１）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在西安举兵讨陈树藩，毙关中道尹陈友璋，营长刘锡麟应之（耿

直与郭坚相结）。

（２）北京财政部向英法日俄四国银行团及花旗、华比等银行借银七十万两，赈天津水灾。

（３）教育部召开全国实业教育会议。

１０﹐１６（九，一）

（１）日本外务大臣告俄大使库朋斯基，日本将以大宗军械售与北京政府。

（２）国会非常会议通电，反对北京召集参议院。

（３）北京政府令陈遐龄护理川边镇守使。

１０﹐１７（九，二）

（１）南北军战于湖南湘乡永丰。

（２）陕西临潼兵变，响应西安之耿直，西走 厔。

（３）北京政府令滇军即日退出川境。

１０﹐１８（九，三）

（１）北京特任田中玉为吉林督军（原任为孟恩远，不容于张作霖，至是孟抗命，电质段祺

瑞，限三日答复，否则宣布吉林自主）。

（２）任命张敬尧为察哈尔都统。

（３）改编混成模范团为陆军第五混成旅。

（４）西安耿直为胡景翼、樊锺秀所败，走 厔。

１０﹐１９（九，四）

（１）北京交通部与美国西方电气公司，日本电气株式会社，订立合办中国电气公司合同（美

国资本美金一百万元，日本五十万，中国五十万）。

（２）改陈复初所部湘军第二师为陆军第十七师（所部旅长陈嘉佑抗命）。

（３）广州参议院选林森为议长（代王家襄）。

１０﹐２０（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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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美公使芮恩施照会外交部，声明美国并未放弃关于中国币制改革借款之利益。

（２）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长江三督）联名提出解决南北问题意见，停止湖南战争，撤

回傅良佐，改善内阁，整理倪嗣冲部。

１０﹐２１（九，六）

（１）北军第十七师第三十四旅旅长朱泽黄（原系湘军）等攻占宝庆，败湘军宋鹤庚、吴剑

学团。

（２）广西督军谭浩明在南宁誓师援湘，以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为五路司

令。

（３）曹锟应段祺瑞召到北京，商出兵湖南事（曹允调直隶驻军一旅，此外晋、皖、鄂、浙、

豫皆允出兵，另张敬尧之第七师全部出动）。

（４）吉林镇守使裴其勋、高士傧等反对免孟恩远督军职，宣告独立（冯国璋不以免孟为然，

请王士珍、徐世昌调停，并授意湖北督军王占元等通电请维持吉林原状，孟仍留任）。

１０﹐２２（九，七）

（１）新任惠州绥靖督办刘志陆得洪兆麟内应，克复惠州城，张天骥败走。

（２）滇军顾品珍、黄毓成部退出四川内江。

（３）北京下令通缉湘军将领刘建藩、林修梅。

１０﹐２３（九，八）

（１）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得福建督军李厚基援助，对军政府独立（梁士诒策动）。

（２）安徽督军倪嗣冲部安武军改编为四混成旅。

（３）改编湖北省防军两团为第二十一混成旅，以孙传芳为旅长。

１０﹐２４（九，九）

（１）北京外交部抗议日本在青岛设民政署。

（２）改直隶巡防营守备队为直隶第四、第五混成旅（曹 、商德全任旅长）。

（３）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吴光新率军至重庆。

１０﹐２５（九，一０）

（１）孙大元帅派张继赴广西晤陆荣廷。

（２）福州大火焚烧二千余家。

１０﹐２６（九，一一）

（１）广西督军谭浩明就任粤桂湘联军总司令。

（２）川军刘存厚、锺体道败滇军黄毓成、顾品珍，占领威远。

（３）北京外交部允协约国租用我国所没收之德奥船只。

（４）陕西耿直占岐山（与叶荃之靖国军联合）

。

（５）全国教育联合会闭会。

１０﹐２７（九，一二）

（１）北京政府褫广东督军陈炳焜、广惠镇守使莫荣新职，以李耀汉兼署广东督军，莫擎宇

会办军务，并任李福林为广惠镇守使。

（２）津浦铁路局租车购车舞弊案由京师地方审判厅判决，局长王家俭等各处徒刑。

１０﹐２８（九，一三）

（１）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电段祺瑞有无与日本商订军械借款及凤凰山铁矿合同

（时传段与日本订立军械借款，由日本统一中国军械，将兵工厂煤铁矿归日本管理，段不承

认与日本订购军械合同）。

（２）李纯电孙中山，盼销兵氛。

１０﹐２９（九，一四）孙大元帅电覆李纯，如能恢复约法国会，惩办倡乱诸逆，即可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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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盼互相提携。

１０﹐３０（九，一五）

（１）北京政府令参议院于十一月十日举行开会式。

（２）京师高等审判厅判决财政部贿案，仍处陈锦涛以徒刑三年，褫夺为官员之资格终身。

（３）奉天辑安锦县及吉林珲春中日交涉解决。

（４）护法军败北军商震旅于湖南邵阳。

１０﹐３１（九，一六）

（１）广东将领李福林、魏邦平等会议，请陈炳焜率师援湘，由程璧光督粤。

（２）北京政府褫夺四川滇军师旅长黄毓成、顾品珍、赵又新等官职（段祺瑞主讨伐唐继尧，

冯国璋不允）。

（３）川军占荣县，滇军顾品珍等南退。

１１﹐１（九，一七）

（１）滇军顾品珍黄毓成部自四川自流井退往泸州，大肆劫掠。

（２）川边汉军统领张煦独立，响应靖国军，进向汉源（唐继尧编张部为第五军）。

（３）孙大元帅任命蒋中正、张群为大元帅府参军。

（４）梁士诒自香港到日本。

（５）日本公使林权助威迫农商总长张国淦签字于凤凰山铁矿合同，被拒。

１１﹐２（九，一八）美国国务卿兰辛与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换文，承认日本因领土接近之

故，对于中国有特殊利益。

１１﹐３（九，一九）

（１）广州军政府派桂军沈鸿英会同刘志陆东讨莫擎宇。

（２）妄造妖言，据城戕官，僭称皇帝之四川懋功匪首若巴在成都正法。

１１﹐４（九，二０）

（１）段祺瑞电覆李纯，承认向日本购械。

（２）陆军次长徐树铮奉段祺瑞令，通知美使芮恩施，愿出兵四万赴欧，盼美国予以财政维

持。

（３）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会于广州海珠，商对北方议和及西南各省联合会议事（联合

会议初系唐继尧、李烈钧所主张）。

１１﹐５（九，二一）

（１）孙大元帅派孙洪伊为军政府驻沪全权代表。

（２）以复辟案，雷震春、张镇芳判无期徒刑，冯德麟无罪。

（３）绥远匪首卢占魁称西北靖国军。

（４）改编湖北第六混成旅及混成第二团为陆军第十八师，以王懋赏为师长。

１１﹐６（九，二二）日本公使以兰辛石井换文照会外交部（１１﹐８美使亦照会外交部）。

１１﹐７（九，二三）

（１）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推翻克伦斯基政府，成立苏维埃政府（十月革命，俄

历为十月二十五日）。

（２）哈尔滨俄兵工代表会议组织公安委员团，谋驱逐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

（３）张作霖派吴俊升率第二十九师入齐齐哈尔，解除黑龙江步兵第一旅长巴英额、骑兵第

四旅长英顺兵权。

（４）陆荣廷电程璧光等，大局有转机，西南会议可从缓。

１１﹐８（九，二四）冯国璋受段祺瑞胁迫，调任陆荣廷为宁威上将军，令即来京，以龙济

光代为两广巡阅使，命李耀汉令驻粤桂军撤归广西。

１１﹐９（九，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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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外交部对兰辛石井换文声明中国政府不以他国文书互换有所拘束。

（２）汀漳镇守使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援助潮梅之莫擎宇，与粤军相战。

（３）湖南匪陷宁乡。

１１﹐１０（九，二六）

（１）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段祺瑞致词（粤桂川滇黔五省拒派参议员）。

（２）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自直隶抵浦口，准备开赴福建。

（３）陆荣廷到梧州与胡汉民及程璧光、李耀汉、王正廷（外交次长）等会议（商定广东督

军陈炳焜调职，由莫荣新继任，前广东省长之亲军二十营拨交陈炯明统带，进攻福建，程璧

光兼讨龙陆海联军总司令）。

１１﹐１１（九，二七）

（１）粤桂湘联军总司令谭浩明、湘南总司令程潜入衡州。

（２）四川綦江黔军王文华师袁祖铭部与四川查办使吴光新部激战。

（３）孙大元帅电章炳麟，盼唐继尧即日就元帅职，并促陆荣廷与军政府固结。

１１﹐１２（九，二八）

（１）北京任周道刚为四川督军，刘存厚会办四川军务。

（２）湘军林修梅克衡山（一作１１﹐１６）。

（３）哈尔滨过激党势张，情势严重。

１１﹐１３（九，二九）

（１）英国建议美国，主中国先将华工运送完毕，再商出兵。

（２）陕西耿直退出岐山，合来援之郭坚部走凤翔（复走蒲城，１２﹐１５战殁）。

１１﹐１４（九，三０）

（１）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王揖唐为议长，那彦图为副议长（研究系梁善济竞选议长失败）。

（２）孙大元帅电唐继尧、陆荣廷，主组西南联合会议。

（３）谭浩明、程潜之粤桂湘联军克宝庆。

（４）北方之湘南总司令第八师长王汝贤、副司令第二十师长范国璋电请南北停战（反抗段

祺瑞）。

（５）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因战事不利，前线各军不听命令，离长沙北退，长

沙各团体推王汝贤为军民两政办公处主任。

（６）粤军刘志陆连下广东海丰、陆丰。

１１﹐１５（一０，一）

（１）段祺瑞以王汝贤等主张停战，川湘用兵失败，呈请辞职。

（２）北京陆军部与日本泰平公司订立第一次军械借款一千八百万元（泰平公司系日本陆军

省特许设立之机构，专向中国贩卖军火）。

（３）卢占魁进攻陕西神木，被击退。

１１﹐１６（一０，二）段祺瑞电各省军人，痛诋王汝贤，并表示不满于冯国璋，劝巩固北

洋派实力。

１１﹐１７（一０，三）

（１）冯国璋通电北方各省，痛责此时停战议和之非是，声言将亲身督战。

（２）段祺瑞复视事。

（３）湖南第一师长赵恒惕克湘潭，王汝贤范国璋部自长沙退岳州。

（４）第十七师师长陈复初部不服王汝贤指挥，在常德宣布独立。

１１﹐１８（一０，四）

（１）湖南第一师赵恒惕部占领长沙。

（２）冯国璋免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职，令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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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直隶督军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均属冯国璋之直

系）通电，请撤兵停战议和，愿任调停（

自南京发出）。

１１﹐１９（一０，五）

（１）孙大元帅通电，非恢复约法及旧国会，不能议和。

（２）段祺瑞辞陆军总长兼职，以王士珍继（藉以缓和直系各督军）。

（３）任命汲金纯为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原由张作霖兼）。

１１﹐２０（一０，六）

（１）准陆军次长徐树铮辞职。

（２）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卸去四川查办使职。

（３）特任张澜为四川省长。

（４）京畿水灾，河工督办熊希龄与美国广益公司（即裕中公司）订立一千二百万元草约（日

本担任五百万）。

（５）设立侨工事务局于北京。

１１﹐２１（一０，七）

（１）曹锟通电，主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条件。

（２）莫荣新代陈炳焜为广东督军。

（３）广东省长朱庆澜将省长亲军二十营，拨归孙中山大元帅直辖。

（４）川军第一师徐孝刚败滇军，克泸州。

（５）粤军刘志陆克五华兴宁。

（６）特任郭宗熙为吉林省长（原为署理）。

１１﹐２２（一０，八）

（１）段祺瑞辞职，冯国璋以汪大燮暂行兼代国务总理，财政总长梁启超给假，令次长李思

浩暂代部务。

（２）财政部与日本银行团代表（中日实业公司总裁李士伟）订直隶水灾借款条约，日金五

百万元。

（３）美国务卿兰辛命驻日驻华美使分别声明，美无意约束中国，仍愿予中国以财政援助。

（４）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托洛斯基声明公布帝俄时期之秘密条约。

（５）哈尔滨各国领事会议，准备武力干涉共产党纽金等之活动。

１１﹐２３（一０，九）

（１）冯国璋通电说明允段祺瑞去职之苦衷。

（２）公布【改订工业试验所章程】。

１１﹐２４（一０，一０）程潜自任湖南省长（１２﹐８解职）。

１１﹐２５（一０，一一）哈尔滨俄人纽金等之兵工委员会（即军工团）与中东路当局决裂。

１１﹐２６（一０，一二）

（１）海军总长刘冠雄与丹麦商隆盛洋行订立无线电借款合同（

旋因英日各国公使抗议及其它原因，复取消）。

（２）浙江宁波第三旅旅长叶焕华、宁台镇守使顾乃斌及前浙江都督蒋尊簋、前都督署参谋

长周凤岐宣告自主。蒋任浙军总司令（温州应之）。

１１﹐２７（一０，一三）

（１）程璧光、李烈钧、陈炯明、汪兆铭等在广州海珠会议，商援闽军事。

（２）粤军刘志陆克广东梅县。

１１﹐２８（一０，一四）

（１）粤桂湘联军总司令谭浩明下令停战（段祺瑞已辞职，陆荣廷志在取得湖南，以固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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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续进，免与冯国璋系之湖北督军王占元冲突）。

（２）川军第二师刘存厚克叙州，滇军败退。

（３）桂军沈鸿英诱杀潮梅军总司令邹鲁部之前敌司令金国治。

１１﹐２９（一０，一五）

（１）浙江第一师师长童葆暄败宁波之自主军，进占宁波。

（２）粤桂军刘志陆、沈鸿英连下广东惠来、普宁、揭阳。

（３）川军第三师锺体道败滇军，占领富顺自流井。

１１﹐３０（一０，一六）

（１）北京特任王士珍署国务总理，并准外交总长汪大燮、内务总长汤化龙、财政总长梁启

超、司法总长林长民、教育总长范源廉、农商总长张国淦免职（均研究系而与段祺瑞同进退

者）。

（２）派曾述棨为修改现行进口税则委员会主任，李景铭、赖发洛为副主任。

（３）蒙匪焚劫黑龙江景兴县。

１２﹐１（一０，一七）

（１）本日起，将庚子赔款无利息延付五年（每年二千四百万元）。

（２）北京特任陆征祥为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江庸署司法总

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荫昌为参谋总长。

（３）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州宣告自主（寻前湖南第二师师长王安澜在枣阳随县宣布

独立，称护国军）。

（４）奉天四（四平街）郑（郑家屯）铁路竣工（借日本正金银行款所筑）。

（５）外交部电吉林督军孟恩远选派军队，准备赴哈尔滨镇慑俄激党作乱。

１２﹐２（一０，一八）

（１）陈炯明就任孙大元帅所委之援闽粤军总司令（所部由广东省长亲军二十营组成）。

（２）梁士诒自日本电告徐树铮，谓寺田表示此后对华方针，仍认定徐世昌、段祺瑞为政局

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

１２﹐３（一０，一九）

（１）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及奉、吉、黑、皖、晋、陕、豫、闽、浙及热河、

上海等省区代表在天津会议，主对西南开战，反对调停，要求明令讨伐，并质问李纯阻冯玉

祥旅援闽（徐树铮所策动，传闻许曹锟以副总统）。

（２）徐树铮电张作霖、倪嗣冲、陈树藩、杨善德、李厚基、刘存厚等，告以与日本接洽情

形（徐对日方表示，将来时局，小则苏赣易人，大则徐世昌出而收拾）。

（３）川军第五师长熊克武、滇军师长顾品珍、赵又新、黔军师长王文华占领重庆，逐走四

川督军周道刚、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

川黔军追袭吴光新部于涪陵万县间，缴械不少）。

（４）陕西高峻举兵于白水，讨伐督军陈树藩，号护法军（寻败走澄城）。

１２﹐４（一０，二０）

（１）长江三督军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及岑春烜电请冯国璋停战。

（２）襄阳镇守使兼第九师长黎天才宣布独立，称鄂省靖国联军总司令。

（３）北京特任傅增湘为教育总长，赵倜署河南省长。

（４）北京任命靳云鹏为侍从武官长。

１２﹐５（一０，二一）

（１）英使朱尔典促中国派兵维持哈尔滨秩序。

俄使库达摄夫亦再度表示希望中国协助，准备充分兵力。

（２）哈尔滨道尹兼交涉员施绍常通告各国领事，准备派兵入驻哈市，镇压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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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任命阎相文为直隶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１２﹐６（一０，二二）

（１）日本参谋田中义一与梁士诒晤谈，主武力统一中国，由段祺瑞及梁任之。

（２）徐树铮电张作霖、阎锡山、陈树藩、李厚基、赵倜、杨善德等，主更易内阁总理，整

理政府。

（３）直督曹锟、鲁督张怀芝、奉督张作霖、皖督倪嗣冲、晋督阎锡山、陕督陈树藩、豫督

赵倜、浙督杨善德、上海护军使卢永祥、苏、鲁、豫、皖四省剿匪司令张敬尧电请北京政府

颁布讨伐西南令。

（４）北京特任刘存厚为崇威将军，仍留四川会办军务。

（５）北京政府以协约国公使赞同中国派兵保护中东铁路，即电吉林当局准备。

（６）湖北黄州独立。

１２﹐７（一０，二三）

（１）北京特任谭延闿署湖南督军（谭未就）。

（２）英使朱尔典代表协约国请中国派兵维持１９０９年中俄条约规定之行政地位，国务会

议即议决派兵镇压哈尔滨乱党，即电知吉林当局照行，并命奉黑两省协助。

（３）徐树铮电张作霖、阎锡山等，主先更易王士珍、李纯，以徐世昌组阁，俟冯国璋物故，

即摄行政事，再行选举。

１２﹐８（一０，二四）川军占领川南之安边、长宁、珙县、绥江各县。

１２﹐９（一０，二五）

（１）冯国璋电征各省和平意见。

（２）陆荣廷唐继尧通电，主南北和解，一致对外。

１２﹐１０（一０，二六）

（１）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程潜与湖北武岳军总司令王金镜停战。

（２）龙济光在琼州就两广巡阅使职（１２﹐１４陆荣廷亦通电卸职，并劝告两广取消自主）。

（３）北京之战时国际委员会议决加入巴黎经济同盟粮食会议。

１２﹐１２（一０，二八）

（１）哈尔滨俄国过激党工军委员团宣告接管中东路俄方主权。

（２）哈尔滨英美领事要求中国驱逐中东路境内俄国过激党。

（３）北京派陆军中将何宗莲、张宗昌前往吉林，洽办协防俄乱事宜。

１２﹐１４（一一，一）

（１）北京修正参议员众议员选举法。

（２）粤桂军刘志陆、沈鸿英得海军协助，克汕头。

（３）龙济光部占广东阳江。

１２﹐１６（一一，三）

（１）冯国璋派曹锟为第一路司令，出京汉路，入湖北，张怀芝为第二路司令，出津浦路，

入江西，向湖南进攻。

（２）吉林督军孟恩远与何宗莲、张宗昌等商定哈尔滨问题办法。

１２﹐１７（一一，四）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电请中央选派中东铁路督办，收回路

权。

１２﹐１８（一一，五）

（１）北京特派段祺瑞督办参战事，并任段芝贵为陆军总长。

（２）北京特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代周道刚）

。

（３）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宣布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谭于１２﹐１２到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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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哈尔滨俄工军委员团缉拏霍尔瓦特等。

１２﹐１９（一一，六）协防俄乱之何宗莲、张宗昌、旅长陶祥贵、高士傧、哈尔滨道尹施

绍常限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于三日内将工军委员团之纽金及俄兵解除武装解送回国。

１２﹐２１（一一，八）北京特任李静诚兼署广西省长（李为陆荣廷部，时任参谋长），又

准海疆巡阅使萨镇冰免职。

１２﹐２２（一一，九）

（１）滇军合川军熊克武，再占叙州。

（２）陆荣廷任陈炳焜为两广讨龙联军总司令，沈鸿英为第一军司令，林虎为第二军总司令。

（３）哈尔滨工军委员团威吓霍尔瓦特于二日内交出政权，并积极备战，霍向中国驻军请援。

１２﹐２３（一一，一０）

（１）直隶督军曹锟派第三师长吴佩孚援鄂。

（２）英领事告中国哈尔滨驻军司令陶祥贵、道尹施绍常等，主由中国派兵保护中东铁路。

陶即电吉林督军孟恩远请示。

１２﹐２４（一一，一一）

（１）孙洪伊电孙中山，段祺瑞复出，谋先取南京，李纯已动员抵抗，盼西南各省一致进行。

（２）唐继尧任滇黔川三省靖国军总司令。

（３）荆州靖国军石星川大败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部于宜昌。

（４）龙济光攻广东高雷阳江。

（５）北京国务院电覆吉林督军孟恩远，对哈尔滨乱事令相机应付。

１２﹐２５（一一，一二）

（１）冯国璋布告弭战（停战令）。

（２）公布国定关税条例。

（３）哈尔滨中国驻军司令陶祥贵等向霍尔瓦特提出俄兵出境办法五条。

１２﹐２６（一一，一三）

（１）吉林第三混成旅旅长兼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陶祥贵等因哈尔滨领事团之要求，并循该路

总办霍尔瓦特之请，解除哈埠俄激党及俄军二千人武装，押解出境，并派兵进驻中东路沿线。

（２）美国准备以五千万美元贷与中国，作出兵欧洲之用。

１２﹐２７（一一，一四）

（１）任命陈调元为第七十四混成旅旅长。

（２）黑龙江富拉尔基俄军哗变（博克图、碾子山、札兰屯等地俄军应之）。

１２﹐２８（一一，一五）

（１）陆荣廷电西南各省，对国会问题主从多数取决，期早日召集。

（３）哈尔滨缴械俄兵（一千八百余）遣送出境。

１２﹐２９（一一，一六）

（１）任命吉林省长郭宗熙兼中东铁路督办（该职已虚悬十余年，按原拟以毕桂芳兼任，东

三省当局力保郭氏）。

（２）黑龙江富拉尔基俄军被解除武装。

１２﹐３０（一一，一七）

（１）北京陆军部与日本泰平公司订立军械借款合同，款额一千八百零九万日元。

（２）日本军舰抵海参崴，拟干涉俄国革命。

１２﹐３１（一一，一八）

（１）江苏、江西督军李纯、陈光远电阻第二路司令张怀芝部鲁军过境（鲁军施从滨师已抵

滁州）。

（２）北方督军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孟恩远、鲍贵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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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厚基及热、察、绥都统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等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主以临时参议会

代行国会职权（

徐树铮策动）。

（３）程璧光、莫荣新宣布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

（４）美总统威尔逊与日大使佐藤晤谈，主美日合力对抗德国对远东侵略。

１２﹐

（１）北京大学工科并入天津北洋大学，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１８──中华民国七年戊午

１﹐１（一一，一九）

（１）云南督军唐继尧电数段祺瑞罪，并质询冯国璋。

（２）英向日本提议，英日美共同出兵海参崴，以日军为主力。

１﹐２（一一，二０）

（１）广东督军莫荣新捕杀大元帅府卫队官兵六十余人（上月曾枪杀孙中山所委派之招兵委

员多人）。

（２）湖北旅长张联升脱离黎天才，自樊城走老河口。

（３）河南淅川兵变，与襄阳之独立军合。

１﹐３（一一，二一）

（１）孙大元帅命豫章（舰长吴志馨）、同安（舰长温树德）军舰炮击广州督军署（原拟策

动海军及粤军滇军驱逐广东督军莫荣新，未获程璧光同意，粤滇军观望，莫荣新亦未还击，

翌日由各方调停，和平解决）

。

（２）军政府派滇军第四师长方声涛攻福建，与臧致平部战于诏安。

（３）黑龙江境内中东铁路各站哗变俄兵被遣送出境。

１﹐４（一一，二二）

（１）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通电主解散临时参议院。

（２）安徽督军倪嗣冲、四省剿匪司令张敬尧等电请武力解决湘事。

（３）王天纵在河南汝州称河南靖国军总司令，与湖北之黎天才、石星川、陕西之郭坚联络。

（４）北京通缉浙江之蒋尊簋、周凤岐等。

（５）派交通次长叶恭绰暂代部务。

（６）吉林省人民反对履行去年１０﹐１２交通部与日人所订之吉长铁路合同。

１﹐５（一一，二三）

（１）段系督军再会于天津，请下讨伐令。

（２）招商局【普济】轮船在吴淞口被撞沈，溺毙乘客二百余人。

（３）修改现行进口税则委员会在上海开会（中国代表为曾述棨、李景铭、赖发洛，此会本

应于一九一二开）。

１﹐６（一一，二四）

（１）北京财政总长王克敏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订立第二次善后借款第二次垫款合同，款额

一千万日元，整顿中国银行纸币，以盐税担保（西原借款之一）。

（２）孙大元帅任命林祖密（林朝栋之子）为闽南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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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绥远五原、萨拉齐及包头发生时疫。

１﹐７（一一，二五）北京财政部向日商三井洋行订立印刷局借款日金三百万元，以财政部

印刷局作抵。

１﹐８（一一，二六）

（１）美总统威尔逊宣布对于将来欧洲和会之十四项主张（外交公开，海洋自由，民族自决

等）。

（２）财政部停付俄国庚子赔款，暂行存储。

（３）西南各省联合会议在广州举行开会式。

１﹐９（一一，二七）

（１）唐继尧电质冯国璋何以擅令曹锟、张怀芝出兵及以刘存厚、龙济光扰乱川粤。

（２）熊克武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

（３）孙大元帅招待各界人士，说明１﹐３炮击广州督军署事件真相。

（４）陆荣廷电程璧光等，请速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议。

（５）龙济光军占领广东廉江。

（６）湖南第三旅陈嘉佑部第五团哗变（受前任师长陈复初运动），为程潜缴械。

（７）俄使库达摄夫抗议中国停付庚子赔款。

（８）定绥远之五原、萨拉齐等处为防疫施行区域。

１﹐１０（一一，二八）北京陆军部参谋部电令第一路总司令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

督军赵倜进攻荆州襄阳之靖国军（冯国璋对主战派之让步）。

１﹐１１（一一，二九）

（１）江苏督军李纯以受主战派军人攻击，电请辞职。

（２）革命党人蔡济民（军政府所委之鄂军总司令）袭据湖北武穴、黄梅（时阳新、大冶、

鄂城、广济亦有骚动）。

（３）荆襄外侨组织义勇队，宣言自保。

１﹐１２（一一，三０）

（１）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誓师援闽（原名征闽军，从林森议，改称援闽军）。

（２）北京陆军部与日本订军械借款条约（价值四千万元，由日商三井、高田、大仓三洋行

承办。按此系照段祺瑞前购日本军械之欠款作为借款）。

（３）冯国璋宣布俟临时参议院通过国会组织法修正案，即进行国会选举。

（４）俄旧党之政府在西伯利亚鄂穆斯克成立。

１﹐１４（一二，二）

（１）唐继尧、程璧光、谭浩明、莫荣新、刘显世、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

川、熊克武通电坚主恢复旧国会，不满北方之停战状况。

（２）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及湖北督军王占元部（第十八师王懋赏，第三混成旅卢金山）

进攻荆州，第三师吴佩孚、南阳镇守使吴庆桐进攻襄阳。

（３）第十六混成旅长冯玉祥自浦口通电，和战听命中央（时陆建章在南京，谋扶冯主和）。

１﹐１５（一二，三）

（１）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在广州成立，以拥护约法，保障国会，征讨祸首，戡定内乱，

以巩固统一之根基，促进宪法之成立为宗旨，并以为护法各省最高政务执行机关（对抗孙中

山之军政府）。

（２）孙大元帅饯援闽粤军将领陈炯明等。

１﹐１６（一二，四）

（１）南军谭浩明、程潜、赵恒惕分路进向岳州（因北军已向荆襄进攻）。

（２）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等通电坚主对南方下讨伐令（不满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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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荆襄之局部讨伐）。

１﹐１７（一二，五）

（１）英美商船及炮船在湖北及岳州附近被陆上炮击，英美公使向外交部抗议。

（２）十四国中国关税修订会议在上海举行。

１﹐１８（一二，六）

（１）俄新政府（广义派）函中国公使刘镜人，否认驻华俄使库达摄夫，要求中俄共同清理

中东铁路问题。

（２）俄外部通知中国使馆，派该部远东股长伏时涅新斯基为驻华代表。

（３）北京内务部与英法日俄银行团订立防疫借款七十二万佛郎，以盐税余款为担保。

（４）龙济光占领广东化州，高雷镇守使隆世储战死。

（５）陈炯明通电出师援闽。

１﹐１９（一二，七）

（１）奉天督军张作霖电请对南方下讨伐令。

（２）巴西新公使卜蓝道呈递国书。

（３）俄外部远东股长伏时涅新斯基与中国使馆秘书李世中晤谈，谓俄将撤销在华领事裁判

权，交还租界，请中国勿支持霍尔瓦特，另组中俄混合委员会商讨解决中东铁路办法。

１﹐２０（一二，八）

（１）日本政友会、宪政会、国民会发表宣言，指责政府对华外交（干涉中国内政，助成内

乱，招致人民怨恨。按三党党魁为原敬、加藤高明、犬养毅）。

（２）孙大元帅任李烈钧为总参谋长。

（３）孙大元帅连日宴滇军及海军将领（为炮击督署事）。

１﹐２１（一二，九）

（１）四川熊克武会同滇军顾品珍、黔军王文华、袁祖铭，连占荣昌、隆昌、富顺、遂宁等

县，进向成都。

（２）北军吴光新败湖北靖国军石星川占沙市。

（３）孙中山分函日人头山满、菊池宽、萱野长知等，盼赞助中国护法，勿再援段。

１﹐２２（一二，一０）

（１）北军吴光新部占荆州，靖国军石星川及团长容景芳、营长夏斗寅走湘西。

（２）徐树铮电告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等谓冯国璋、王士珍与西南密议，实施南北划分

之策，何日实行，一听日本消息。

（３）外交部电东北、新疆、外蒙地方当局，严防俄过激党（广义派）遣人来华宣传。

１﹐２３（一二，一一）

（１）中国俄使馆秘书李世中再与伏时涅新斯基会谈，并晤外次波里瓦诺甫，谈哈尔滨、中

东路、外蒙古等问题。

（２）北京任命刘存厚兼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１﹐２４（一二，一二）

（１）冯国璋访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亦到，商对南和议（以旧法召开新国会，以西南人

物督湘，复以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并兼粤督，滇黔军留驻四川，段祺瑞力持不可）。

（２）冯国璋宣布定于１﹐２６亲往各处检阅军队。

（３）徐树铮电告张作霖、倪嗣冲，谓冯国璋亲出另有诡谋。

（４）哈尔滨英领事建议改哈尔滨为公共商埠，以杜日人对中东铁路之觊觎。

（５）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黎天才及刘公、王天纵战败，自襄阳西走（上月黎部旅长张联升、

团长赵荣华已叛离）。

１﹐２５（一二，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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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旅长张学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占襄阳（北京以张联升任襄

阳镇守使）

。

（２）陕西陆军第一混成旅第三团营长张养诚（义安）、董威（

振五）在三原举兵，讨陈树藩，号靖国军（寻第三团团长胡景翼，及驻渭南蒲城之第一团团

长曹世英均加入，胡、曹称总司令。又汉中之第二十二混成旅长管金聚亦有联络）。

（３）北京财政部呈准指定延期交付协约各国之庚子赔款，发行【民国七年发交国家银行短

期公债】定额四千八百万元，全数发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由其自行经募，以归还两行垫欠

各款（约八千万元）。

１﹐２６（一二，一四）冯国璋出北京，当晚抵天津，与直隶督军曹锟晤谈，并检阅军队（拟

往南京依江苏督军李纯，以抗段祺瑞）。

１﹐２７（一二，一五）

（１）冯国璋自天津过济南南下，山东督军张怀芝随行。

（２）谭浩明、程潜、赵恒惕之湘粤桂联军占岳州，北军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王金镜等退临

湘。

（３）曾毓隽在奉天晤张作霖，本日返抵北京（曾系奉段祺瑞徐树铮命于１﹐２５到奉天，

说张作霖派兵入关）。徐树铮即电张，告以日本军械到达秦皇岛日期，盼杨宇霆早日来京接

洽。

（４）桂军林虎败龙济光部，夺回恩平。

１﹐２８（一二，一六）

（１）冯国璋至蚌埠为安徽督军倪嗣冲所阻。

（２）护法联合会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岑春烜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

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

（３）李纯再电主南北调和。

（４）湘桂军前敌将领程潜、韦荣昌、陆裕光、赵恒惕、刘建藩等通电收兵，不出湘境。

（５）开复冯德麟陆军中将原官（冯国璋拟以冯德麟牵制张作霖）。

１﹐２９（一二，一七）

（１）冯国璋自蚌埠回北京。

（２）梁士诒自日本回抵香港。

（３）湘军刘建藩部入鄂境，败安武军于通城通山崇阳。

（４）陈炯明率粤军自广州抵汕头。

１﹐３０（一二，一八）

（１）冯国璋令北军总司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进兵湘鄂，并特派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

敬尧为攻（援）岳前敌总司令，褫夺湖北襄阳镇守使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湖北陆军第一

师师长石星川官职。

（２）苏鲁豫皖四省剿匪总司令第七师长张敬尧通电攻诋李纯、王占元主和，兼及冯国璋。

（３）谭浩明、程潜分电李纯，已令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

另有电向王占元作同样表示）。

（４）特任曹锐署直隶省长。

１﹐３１（一二，一九）

（１）李纯电孙中山等调停南北时局，主停止战事（２﹐９岑春烜、谭延闿，２﹐１１陆荣

廷通电赞同）。

（２）陆荣廷电称岳州战端由荆襄起衅，不碍和局，已嘱谭浩明勿再动作。

（３）湘桂军占湖北蒲圻（２﹐２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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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冯国璋派殷鸿寿为前敌各军总执法处处长。

２﹐１（一二，二０）

（１）令各省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因击伤英美轮舰事）。

（２）徐树铮电皖系督军，奉军即将入关，强请罢免李纯，再进而去王士珍、徐世昌，段祺

瑞均赞许。

（３）陕西北路东路靖国军张养诚等占临潼。

（４）中东铁路督办公所成立。

（５）江苏省凤凰山铁矿筹备处成立。

（６）中华汇业银行开业（中日合办，陆宗舆为总理）。

（７）讨龙军林虎、魏邦平克阳江。

２﹐２（一二，二一）

（１）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邀孙大元帅及莫荣新会商改组军政府办法。

（２）陕西郭坚在凤翔独立，称陕西西南路护法军总司令。

（３）王占元将苏赣鄂联合条件密告徐树铮，声明决不阻北军通过汉口。

（４）任命陈遐龄为川边镇守使。

（５）冯国璋通电否认主和密令。

２﹐３（一二，二二）驻俄公使刘镜人宣示中国对于中东铁路之立场。

２﹐４（一二，二三）从曹锟等呈请，取消洪宪帝制犯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通缉令。

２﹐５（一二，二四）

（１）冯国璋布告对南用兵停战经过，及此次战事再开之不得已，并自责。

（２）冯国璋命将广西督军谭浩明褫夺官职及勋位勋章，江西督军陈光远不进援湖南，褫去

上将衔陆军中将，前湖南督军傅良佐交军法会审，省长周肇祥交惩戒委员会惩戒，第八师师

长王汝贤、第二十师长范国璋褫夺军官勋章勋位，总司令王金镜褫夺勋位勋章撤销上将衔总

司令。

（３）任命吴佩孚署理陆军第三师师长。

（４）徐树铮电阎锡山，续商由奉军截留新购军械事（２﹐１已电商，以其中有阎氏之械）。

（５）冯国璋特赦陈锦涛三年有期徒刑。

（６）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与中国公使章宗祥商共同防俄事。

２﹐６（一二，二五）

（１）李纯通电声明对和战问题毫无成见。

（２）黑龙江省设置中东铁路临时警备司令，派张焕相兼任。

２﹐７（一二，二六）

（１）岑春烜、谭延闿自上海通电主和。

（２）北军第一路司令曹锟自天津赴湖北。

（３）京汉铁路兵车在湖北花园因桥断遇险。

２﹐８（一二，二七）

（１）张作霖电责李纯首倡调和。

（２）广东警备军统领魏邦平等谋推程璧光为广东督军，莫荣新改任讨龙军总司令。

２﹐９（一二，二八）

（１）外交部函国务院，对俄新旧两党不可有所偏袒。

（２）陕西西路靖国军张养诚、董威会同东路曹世英、高峻攻西安（东路为陈树藩所败）。

２﹐１０（一二，二九）

（１）李纯电诋张作霖对南主战。

（２）孙中山电覆李纯，盼一切依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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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孙中山函孙洪伊，请鼎力进行长江方面之事。

（４）江西督军陈光远电请辞职，并主南北调和。

２﹐１１（一，一）

（１）美总统威尔逊再向国会发表其将来和议原则。

（２）任命王怀庆帮办直隶军务，王占元暂兼第二师师长（王金镜免职）。

（３）陆荣廷电主南北和平。

（４）任命夏诒霆为驻巴西公使，兼秘鲁公使。

（５）黑龙江望奎设治局改为望奎县。

２﹐１２（一，二）

（１）交通总长曹汝霖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订立四郑铁路短期借款合同日币二百六十万元

（西原借款之一）。

（２）王士珍电覆谭延闿，促请回湘（２﹐１３谭覆允）。

（３）北军攻岳总司令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由徐州赴汉口。

２﹐１３（一，三）闽粤桂苏浙鄂赣等省地震（以泉州潮州为最烈）。

２﹐１４（一，四）

（１）北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在湖北武穴电请罢兵，指冯国璋之讨伐令系出于胁迫（陆

建章所策动，冯原奉令援闽，本月初改令援鄂）。

（２）以俄乱蔓延，外交部令库伦都护陈毅，如外蒙请求派兵，当力为筹划。

２﹐１５（一，五）

（１）新疆喀什噶尔沿边回民受俄国新党煽惑蠢动。

（２）清季名御史江春霖卒于福建蒲田，年六十四岁。

２﹐１６（一，六）四川督军刘存厚、省长张澜因熊克武及滇黔军之压迫，宣言与西南各省

一致。

２﹐１７（一，七）公布修正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临时参议院议决，参议员由２７４人减

为１６８人，众议员由５９６人减为４０６人）。

２﹐１８（一，八）

（１）四川师旅长刘湘、陈能芳、刘成勋等推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刘湘属第一师徐

孝刚，徐在泸州被困辞职，熊克武委刘为第二师长）。

（２）冯玉祥自湖北武穴再发主和电，并扣留招商局轮船（谣传冯将夺取安庆）。

（３）令内务部筹备国会选举事宜。

（４）俄新党占领赤塔（齐都）。

２﹐１９（一，九）

（１）国务总理王士珍辞职。

（２）日公使林权助提议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亚防敌（中国同意）。

２﹐２０（一，一０）

（１）特任内务总长钱能训兼代国务总理（王士珍请假）。

（２）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之前敌总指挥吕超及滇黔军攻占成都，四川督军刘存厚省长

张澜北退（川南滇军赵又新等亦再占泸州叙府）。

２﹐２１（一，一一）

（１）特派张怀芝为湘赣检阅使。

（２）孙中山函劝湖南督军张敬尧协同护法。

（３）北京海军部与日商三井洋行订立无线电台借款合同，款额五十三万六千二百镑（双桥

无线电台借款，西原借款之一）。

（４）库伦都护陈毅电请派兵屯驻乌得滂江，以备援护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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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一，一二）

（１）奉军第二十七师张景惠旅入关，抵滦州，张作霖之参谋长杨宇霆及徐树铮同到秦皇岛，

即将北京购自日本之步枪二万七千枝截留（即１９１７﹐１１﹐１５中日军械借款应付者。

山西阎锡山部份放行，另以三千枝分给直隶、福建，余均用以装备奉军）。

（２）孙大元帅通电说明时局主张，赞同李纯和平救国之议。

（３）陕西靖国军曹世英、胡景翼等与刘镇华之镇嵩军（自豫西来援陈树藩）战于临潼蒲城，

不利（围攻西安之张养诚等亦西退）。

２﹐２３（一，一三）

（１）日外相本野与中国公使章宗祥商共同防敌（俄），主不分畛域。

（２）新疆呼图壁县左改升县缺。

２﹐２４（一，一四）

（１）徐树铮电约香港梁士诒到奉天商大局。

（２）湘赣检阅使张怀芝由津浦路赴南昌。

（３）龙济光部再陷广东阳江，败林虎部。

（４）任命冯耿光为中国银行总裁（代王克敏，副总裁仍为张嘉璈）。

２﹐２５（一，一五）

（１）徐树铮自秦皇岛到沈阳晤张作霖。

（２）北京免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职，交曹锟查明核办（３﹐１冯部全体官兵电请收回

成命，如不获准，愿与同去，李纯曾质问免职理由，曹锟复代请留任，所部开湖南）。

（３）公布督办参战事务处组织令。

（４）李根源就任驻粤滇军总司令（统朱培德、杨益谦等部）。

２﹐２６（一，一六）

（１）广州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殒命（桂系莫荣新主使，由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代行

程职权）。

（２）段祺瑞电请张作霖交还所扣留之军械。

（３）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向章宗祥提出共同防敌办法。

（４）北京派刘承恩为陕西宣慰使。

（５）驻俄公使刘镜人离俄京东返。

（６）香港跑马场大火，观客伤毙千余人。

２﹐２７（一，一七）

（１）张作霖电覆段祺瑞，拒绝交还所扣军械。

（２）孙大元帅任命吕超为成都卫戍司令，暂代四川督军（唐继尧另任命熊克武为督军兼省

长）。

（３）改编第九师（黎天才部）为第十七、十八两混成旅，以张联升、赵荣华分任旅长。

２﹐２８（一，一八）从曹锟等呈请，开释复辟罪犯雷震春、张镇芳，发交曹锟军前，随营

效力。

３﹐１（一，一九）

（１）段祺瑞之督办参战事务处成立，靳云鹏任参谋处长，张志潭任机要处长，罗开榜任军

备处长，陈箓任外交处长，各部总长为参赞，次长为参议。

（２）暨南学校成立于南京。

３﹐２（一，二０）

（１）国务院电驻日公使章宗祥，关于中日共同防敌，由两国军事当局委员规划。

（２）任命马玉仁为淮阳镇守使，张仁奎为通海镇守使（均徐宝山旧部）。

３﹐３（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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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谭延闿自上海到南京，与李纯商湖南问题（谭主南军退出岳州，北军不进驻，未获结

果）。

（２）俄德订立和约（即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３﹐４（一，二二）

（１）孙中山函勉冯玉祥，盼恢复国会。

（２）福建靖国军占领乐县。

（３）上海时事新报之【学灯】副刊出版（十四年十一月停刊）。

３﹐５（一，二三）

（１）广州国会电巴黎各国代表，请将二十一条及段祺瑞与日本所订一切密约协议宣布废止。

（２）张作霖通电，拥护中央，戡平内乱。

３﹐６（一，二四）

（１）财政总长王克敏奉冯国璋命到蚌埠，托倪嗣冲转询张作霖意见。

（２）奉军大队（四旅）陆续开拔入关（由北京中南银行胡笔江拨款二十万元）。

（３）黑龙江添编第十九混成旅，由督军鲍贵卿兼任旅长。

（４）第七师张敬尧部抵鄂南汀泗桥长岳铁路兵车相撞。

３﹐７（一，二五）

（１）张作霖电倪嗣冲，对政局只求得一完全巩固之责任政府，盼速行办定，徐树铮亦称，

但选任一坚强有力之责任总理，纠纷不难片言而解。

（２）冯国璋电各省督军省长等，说明危殆情形，及求去之意，请筹商办法。

（３）奉军开抵北京附近之廊坊及天津附近之独流。

（４）曹锟、张怀芝分电张作霖，欢迎奉军入关。

（５）段祺瑞派之王揖唐、王印川、光云锦、刘恩格、田应璜等组织安福俱乐部（中和俱乐

部之变身，实际控制者为徐树铮，给以财政支持者为曹汝霖）。

（６）李烈钧任广东讨龙联军前敌总指挥。

（７）吉林派兵赴满州里，防俄兵骚扰。

３﹐８（一，二六）

（１）国务总理王士珍出京赴津。

（２）吴鼎昌到奉天商拥段祺瑞组阁事。

（３）张作霖电冯国璋勿怀退志，请组织完全内阁。

（４）孙大元帅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省长，杨未到任前由黄复生代理（熊杨均

为四川省议会推举，熊不就，仍以总司令名义统军民两政）。

（５）日本内阁决定中日军事协议订立计划。

（６）美国铁路工程师二人在河南舞阳叶县附近为匪掳去，美使向外交部交涉（３﹐２５出

险）。

３﹐９（一，二七）

（１）孙大元帅以北军将进攻岳州，和平绝望，电勉各军一致进讨。

（２）俄国新旧两党在阿穆尔激战。

３﹐１０（一，二八）

（１）北京政府因库伦政府之请，令察哈尔、绥远派兵进驻内蒙交界之乌得滂江，防俄国过

激党。

（２）北军进攻湘鄂间之羊楼司，与湘军程潜部接触。

３﹐１１（一，二九）

（１）张作霖函电主由段祺瑞组阁。

（２）阿穆尔旧党败走黑河，被解除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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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一，三０）

（１）张作霖以徐树铮为奉军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

（２）安徽含山讨倪（倪嗣冲）军，占领县城。

３﹐１３（二，一）

（１）藏番进犯川边昌都、察雅各布县。

（２）陕西靖国军张养诚（义安）为陈树藩及刘镇华之镇嵩军所败，阵亡于鄠县。

（３）龙济光军再陷广东恩平。

３﹐１４（二，二）日使林权助自日本到奉天，晤张作霖、徐树铮，表示对华政策及扶持段

派宗旨始终不变。

３﹐１５（二，三）

（１）奉军司令部设于天津附近之军粮城。

（２）张作霖电冯国璋，要求以段祺瑞组阁（皖系各督军应之。时盛传张作霖将督直隶，倪

嗣冲督苏，张怀芝督赣，曹锟督鄂，张敬尧督湘）。

（３）冯国璋访段祺瑞，告以皖、豫、浙三督来电，盼其再出。

（４）南军克湖北监利。

（５）蒋中正在汕头就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

（６）取消洪宪帝制及复辟犯杨度、康有为等通缉令。

（７）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派骑兵一营进驻乌得。

（８）瞿鸿禨卒于上海，年六十九。

３﹐１６（二，四）

（１）北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败湘军程潜部赵恒惕、刘建藩，占领羊楼司。

（２）徐树铮自奉天抵军粮城。

（３）广东讨龙第三军刘志陆部克恩平。

（４）派陆宗舆为龙关铁矿公司督办。

（５）新任法国驻华公使柏卜呈递国书（一作４﹐２６）。

３﹐１７（二，五）

（１）冯国璋访徐世昌，商段祺瑞组阁事（靳云鹏、段芝贵等劝段避嫌）。

（２）倪嗣冲电徐树铮，暂勿免李纯职（曹锟、张怀芝均代李疏通）。

（３）奉军郭瀛州旅自天津开抵韩庄。

（４）徐树铮晤天津日军司令石光（石光对此次奉军行动有烦言）。

３﹐１８（二，六）

（１）曹锟、吴佩孚及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攻占岳州（桂军不战）。张敬尧进向平江。

（２）徐树铮电张作霖，主段祺瑞再出，另电倪嗣冲，商处置李纯事（拟俟段祺瑞组阁后去

李）。

（３）徐树铮检阅独流静海奉军（翌日检阅廊坊奉军）。

（４）准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留任，交由曹锟节制调遣。

（５）广州国会议员议决定期开正式会议。

３﹐１９（二，七）

（１）日公使林权助提出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亚条件。

（２）黑龙江中东铁路警备司令张焕相与俄新党协议，俄军不犯华境，华军不助谢米诺夫。

（３）曹锟（直）、张作霖（奉）、倪嗣冲（皖）、王占元（鄂）、杨善德（浙）、卢永祥（沪）、

李厚基（闽）、阎锡山（晋）、陈树藩（陕）、张怀芝（鲁）、赵倜（豫）、鲍贵卿（黑）、张广

建（甘）、姜桂题（热）、田中玉（察）、蔡成勋（绥）等十五省联电请段祺瑞组阁（徐世昌

即命田文烈劝告冯国璋，非段出恐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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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徐树铮电曹锟、王占元，盼向李纯切实开布疏解，消释嫌怨（李纯反对段祺瑞复出，

徐因托曹、王劝解）。

（５）徐树铮电贺吴佩孚攻克岳州。

（６）孙大元帅电促唐继尧就元帅职，并进兵陕西。

３﹐２０（二，八）

（１）日公使林权助访徐世昌，劝段祺瑞毅然再出。

（２）冯国璋电倪嗣冲，谓段祺瑞不允出任总理。

（３）徐树铮电李纯解释误会，奉军进驻韩庄，在壮剿匪声势。

３﹐２１（二，九）

（１）日公使林权助约晤王邦隆，劝段祺瑞独断独行，又晤段祺瑞，切劝复出（即由曾云霈

转徐世昌、段祺瑞，徐命田文烈往见冯国璋，冯云俟长沙攻下再议）。

（２）徐树铮分电曹锟、张作霖等，请再电促段祺瑞组阁（冯国璋拟再待湘战演变）。

（３）徐树铮电请陈光远与张怀芝出兵萍乡醴陵，夹攻长沙。

（４）李纯以奉军许兰洲旅将由津浦路南下，派兵一旅开赴徐州。

（５）嘉奖攻克岳州之曹锟、张敬尧、杜锡珪。

（６）奉天军队由津浦路开赴湘鄂。

３﹐２２（二，一０）

（１）沪宁交通阻断，徐树铮分电倪嗣冲、杨善德、卢永祥严备。

（２）皖鄂交界不靖，英山失守。

３﹐２３（二，一一）

（１）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是日由内阁阁员先将命令办好，送请冯国璋盖印发表，翌日

任张志潭为国务院秘书长）。

（２）特任刘镇华署陕西省长（刘于３﹐２８抵西安）。

（３）军政府通告各国，不承认国会解散后北京非法政府与各国缔结一切契约借款。

３﹐２４（二，一二）

（１）梁士诒自香港到天津，晤徐树铮。

（２）奉军将领杨宇霆、张景惠、吴俊升等到天津。

３﹐２５（二，一三）

（１）日外相本野与中国公使章宗祥成立共同防敌换文。

（２）徐树铮电徐世昌、段祺瑞，请慎选财政总长，并以方枢代张志潭为国务院秘书长（不

满段芝贵）

。

（３）奉军第三混成旅开抵安徽宿州。

（４）李烈钧督粤桂滇军克广东阳江，大破龙济光。

（５）山西增设方山县。

３﹐２６（二，一四）

（１）北军第三师吴佩孚、第七师张敬尧占长沙（谭浩明先退）。

（２）徐树铮电李纯，共释前嫌，津浦路奉军两旅（即张怀芝第二路援军）暂驻临城韩庄及

宿州固镇（３﹐２３李有电致徐）。

（３）徐树铮、梁士诒、周自齐在天津商定财政总长由总理或曹汝霖兼任，另以吴鼎昌为次

长。

３﹐２７（二，一五）

（１）特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２）曹锟电徐树铮，指摘陆军部、财政部于军费械弹推延支吾（徐即转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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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二，一六）

（１）特任蓝建枢为海军总司令。

（２）俄新党拟在哈尔滨起事，中东路会办高士傧即派军弹压。

（３）孙中山函覆日人头山满、犬养毅，不克东去，另派朱执信前往（３﹐１０头山等有信

来）。

３﹐２９（二，一七）

（１）特任陆征祥、钱能训、段芝贵、刘冠雄、傅增湘、朱深、田文烈、曹汝霖为外交、内

务、陆军、海军、教育、司法、农商、交通总长，曹兼署财政总长（原任财长王克敏、司法

总长江庸去职，第三次段内阁成立）。

（２）特任孟恩远为吉林督军（孟前以与李纯通被免职，并未交代），田中玉仍回察哈尔都

统本任。

３﹐３０（二，一八）徐树铮电吴佩孚祝捷。

３﹐３１（二，一九）任命吴鼎昌为财政次长。

４﹐１（二，二０）任命马麟署甘肃提督，马廷勷署凉州镇总兵。

４﹐２（二，二一）

（１）孙大元帅电唐继尧，论改组军政府问题，声明如能达护法目的，无不可退让。

（２）授曹锟、张敬尧、吴佩孚勋位勋章，并赏前方将领三十万元。

４﹐３（二，二二）

（１）徐树铮到北京，与段祺瑞、徐世昌商进兵广东，即由国务院致电湘赣闽浙督军及张怀

芝。

（２）张怀芝部施从滨师攻占湖南醴陵。

（３）日本使馆武官齐藤告徐树铮、曹锟，请日政府向南军再提和谈。

４﹐４（二，二三）山东鲁南一带土匪猖獗，共分五大股。

４﹐５（二，二四）

（１）北京海军部派军舰至海参崴，并由吉林派陆军前往。

（２）日英军登陆海参崴。

４﹐６（二，二五）绥远时疫肃清。

４﹐７（二，二六）安徽督军倪嗣冲到北京，力劝段祺瑞、徐世昌继续用兵（４﹐５徐树铮

迎之于济南，４﹐１５回蚌埠）。

４﹐９（二，二八）徐树铮调奉军两旅南下。

４﹐１０（二，二九）

（１）广州护法联合会向非常国会提出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

废大元帅职改设总裁）。

（２）黑龙江黑河警备总司令部成立，巴英额任司令，防俄乱。

４﹐１１（三，一）

（１）孙大元帅邀国会议员谈话，反对改组军政府。

（２）李烈钧督林虎、刘志陆、魏邦平、朱培德等克广东电白，再破龙济光部（龙军副司令

黄棠兴降）

。

（３）陈炯明之援闽粤军自汕头进驻三河坝，决进攻福建。

（４）外交部电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严禁谢米诺夫在满州里一带招募华工。

４﹐１２（三，二）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向北京请援。

４﹐１３（三，三）

（１）北京劝业场被焚。



- 188 -

（２）曹锟请调吴佩孚部回驻岳州。

４﹐１４（三，四）曹锟自汉口电冯国璋、段祺瑞，辞宣抚使并请给病假（传徐树铮谋夺其

直隶地盘）

。

４﹐１５（三，五）

（１）北军第二路张怀芝部师长施从滨攻占湖南攸县。

（２）内务部召集全国河务会议。

（３）英教士在福建被海盗戕杀。

４﹐１６（三，六）日人在山东所设民政署正式成立，山东省议会请速向日使交涉。

４﹐１７（三，七）

（１）浙江第一师师长童葆暄由温州海道援福建。

（２）陇海铁路火车在砀山被劫。

４﹐１８（三，八）

（１）赣南镇守使兼攻粤总司令吴鸿昌、赣军旅长丁效兰、王庆余攻占广东南雄（谋援龙济

光）。

（２）李烈钧克高州，龙济光军弃城走（李旋北去，龙部黄承北守雷州，历八十余日始下）。

（３）驻豫鄂间之奉军第四、第五混成旅编为第一支队，张景惠任支队长。

（４）徐世昌出京返河南辉县。

（５）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组织之新民学会成立于长沙。

４﹐１９（三，九）

（１）谭延闿自上海到广西武鸣，晤陆荣廷（寻派张其煌入湘，与吴佩孚接洽）。

（２）藏番陷昌都，边军统领彭日升降。

（３）库伦都护陈毅电告外交部，外蒙已拒绝俄红党领事。

４﹐２０（三，一０）

（１）国务总理段祺瑞偕吴鼎昌、曾毓隽、叶恭绰自北京赴汉口。

（２）徐树铮自天津到汉口（次日偕奉军支队长张景惠等赴信阳迎段祺瑞）。

（３）北军吴佩孚部萧耀南旅占领湖南衡山。

４﹐２１（三，一一）

（１）段祺瑞抵汉口，河南督军赵倜同行，晤曹锟、王占元，商湘粤军事。调奉军两旅南下。

（２）桂军谭浩明自衡阳退永州。

（３）广东滇军第三师张开儒部败赣军，夺回南雄。

（４）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天津开会，请求息争，及宣布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亚条件。

（５）公布侨工出洋条例。

４﹐２２（三，一二）大成张库汽车公司开车。

４﹐２３（三，一三）

（１）北军吴佩孚占领湖南衡阳。

（２）段祺瑞偕王占元赴汉阳，查看兵工厂。

（３）奉天财政厅长王永江向日本朝鲜银行订借日金三百万元，整理奉省官银局。

（４）后藤新平任日本外务省大臣。

４﹐２４（三，一四）

（１）段祺瑞在汉口召曹锟、张怀芝、王占元、赵倜会议，并晤日法英领事（张怀芝今自江

西至，李纯、陈光远、张敬尧未到）。

（２）湘军师长赵恒惕、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大败北军施从滨，占领攸县。

４﹐２５（三，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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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段祺瑞由汉口东去（随行之【楚材】兵舰在黄州附近撞沈招商局之【江宽】轮船，溺

毙约四百人），当日抵九江，江西督军陈光远来晤。

（２）广东讨龙军林虎等克广东化州（４﹐２６沈鸿英、刘达庆克广州；４﹐２８克遂溪）。

４﹐２６（三，一六）曹锟、张怀芝、倪嗣冲电请冯迅速召集新国会。

４﹐２７（三，一七）

（１）段祺瑞抵南京，与江苏督军李纯、安徽督军倪嗣冲、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会议。

（２）公布民国七年六厘短期公债条例，总额四千八百万元。

（３）中东铁路公司股东会在北京开会，选举董事七人，总公司迁设北京，中俄人分任总协

理。

４﹐２８（三，一八）

（１）段祺瑞自南京回抵北京。

（２）徐树铮自汉口抵长沙（５﹐１回汉口；５﹐４抵北京）。

（３）湘军师长赵恒惕及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再败北军第二路张怀芝部鲁军第一师长施从滨、

苏军第六混成旅长张宗昌及安武军李传业，占领湖南醴陵，湘西南军亦败北军陈复初，占常

德（南北军纪律均极恶劣，醴陵受祸尤重）。

（４）北军吴鸿昌、丁效兰等再占广东南雄（军政府以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御之）。

（５）东京中国学生千余人开会，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议，遭日警干涉。

４﹐２９（三，一九）

（１）库伦都护陈毅电告外交部，外蒙于中央派兵进驻，已不坚拒。

（２）山东土匪侵入直隶南部。

４﹐３０（三，二０）

（１）交通兼财政总长曹汝霖与日商中华汇业银行订立有限电报借款二千万日元，作扩充西

北电信及修理旧有电台与添设无线电之用，许以将来电信借款之优先权，以政府已设之电信

及其收入金全部为担保（西原借款之一。法、丹公使曾抗议）。

（２）湘军赵恒惕部进占株洲，败北军第七师，奉军第五混成旅阚朝玺部自岳州来援。

５﹐１（三，二一）

（１）曹汝霖向日本订立济顺铁路借款二千万元，以该路为抵押。

（２）发行民国七年短期公债，总额四千八百万元，又长期公债四千五百万元。

５﹐２（三，二二）

（１）日使要求认可本年三月湖南省与日商订立之售卖水口山铝矿合同。

（２）苏玄瑛（曼殊）卒于上海，年三十五岁。

５﹐３（三，二三）

（１）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熊希龄与美商订运河借款垫款美金二十万元。

（２）李烈钧自广州到韶关，部署粤北军事。

（３）俄红军连日侵入唐努乌梁海。

５﹐４（三，二四）

（１）广州非常国会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改设七政务总裁，孙中山即向该会辞海陆

军大元帅职，并发宣言斥责武人争雄。

（２）北京国务院通电否认由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一切职权。

（３）任命陈箓为外交次长（代高而谦）。

（４）派严式超为乌梁海调查员。

５﹐５（三，二五）湘军自醴陵退往攸县（湘军受北军第十一师李奎元截夺，５﹐１零陵镇

守使刘建藩在株州落水死，赵恒惕退耒阳郴州）。

５﹐６（三，二六）东京中国学生救国团（５﹐５成立）开会反对中日共同出兵防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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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警殴打拘捕。

５﹐７（三，二七）北军再占湖南醴陵攸县。

５﹐８（三，二八）

（１）奉军第一支队长张景惠到长沙（辖阚朝玺、邹芬两旅，即进驻醴陵）。

（２）湘军夺回宝庆（５﹐１２再为张敬尧部所占）。

（３）外交部通知俄使馆，本月起暂停付俄国部份之庚子赔款。

（４）特派章宗祥与瑞士签订通好条约。

（５）东京中国学生愤日警凌辱，开始罢学归国。

５﹐９（三，二九）

（１）江苏督军李纯派兵援江西。

（２）湖南督军张敬尧电段祺瑞主暂行停战，从事调和（５﹐１２段电复不允，坚主平粤或

占粤要隘）

。

５﹐１０（四，一）

（１）援闽粤军左路许崇智由蕉岭进占福建武平下坝（中路陈炯明由大埔进，右路邓铿守黄

冈饶平）。

（２）日本代办芳泽谦吉为中国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议，要求中国外交部禁止。

５﹐１１（四，二）广东督军莫荣新拘捕滇军第三师长兼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枪毙次长

崔文藻（开儒曾通电拥护孙中山，复不服从唐继尧命令，莫荣新诬以侵吞军饷）。

５﹐１２（四，三）

（１）罢学回国之留日学生在上海设立救国团本部，王兆荣、阮湘、曾琦、喻育之、温晋城、

龚德柏等主之，天津等地有支部，旋刊行救国日报。

（２）日使林权助通知外交部，俄国已将老少沟至长春铁路售与日本（５﹐１６俄使库达摄

夫对外交部已有同样通知）。

５﹐１３（四，四）广东中国银行停止营业。

５﹐１４（四，五）龙济光败遁广州湾。

５﹐１５（四，六）

（１）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刘显世、谭浩明、熊克武、程潜、李烈钧、李根

源、陈炯明、莫荣新电冯国璋，反对段祺瑞与日本订立密约，并主组织和平会议，解决一切

（梁士诒与西南已有接洽）。

（２）中东铁路俄工罢工（５﹐１７复工）。

５﹐１６（四，七）

（１）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议签字（徐树铮在京促成。１９１９﹐３﹐１４发表）。

（２）徐树铮电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悬赏缉捕密谋煽惑之陆建章、孙洪伊。

５﹐１７（四，八）禁止与敌国通商。

５﹐１８（四，九）

（１）天津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反对中日军事协议，并推代表向北京请愿。

（２）广州国会非常会宣布修正军政府组织大纲。

（３）伍廷芳、林葆怿、莫荣新、吴景濂通电说明改组军政府原因。

（４）北京京报抨击中日军事协定，斥段祺瑞卖国（京报主编陈友仁因是被捕）。

５﹐１９（四，一０）

（１）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议签字（１９１９﹐３﹐１４发表）。

（２）四川靖国军熊克武、吕超占领川北昭化，败刘存厚、锺体道。

５﹐２０（四，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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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文（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

岑春烜七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烜兼内政部长（后改为任可澄，由次长冷遹代），伍兼

外交部长，陆兼陆军部长（莫荣新代），林兼海军部长，孙兼司法部长（未就，由徐谦、谢

持相继代），唐绍仪兼财政部长（未就，由伍兼代），唐继尧兼交通部长（赵蕃代），李烈钧

为参谋部长（章士钊为军政府秘书长，张群为副官长）。并推居正、焦易堂为代表，敦请孙

中山就总裁职。

（２）吴佩孚等电曹锟，谓武力解决非易，请速谋结束，曹锟据以转告冯国璋、段祺瑞。

５﹐２１（四，一二）

（１）孙中山不就军政府政务总裁职，离广州。

（２）留日归国学生联合北京大学及各专门学校学生二千余人向总统冯国璋请愿废除中日军

事协议（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学生亦有表示）。

５﹐２２（四，一三）俄国共党侵入外蒙古恰克图、三音诺颜等处。

５﹐２３（四，一四）徐树铮自北京到汉口，曹锟告以所部不能再任前敌，并力请去陆军总

长段芝贵（段联络张敬尧、吴光新，共抗直系，曹大不悦）。

５﹐２４（四，一五）

（１）徐树铮电吴佩孚，目前不宜划界停战。

（２）孙中山抵汕头，许崇智部攻占福建上杭。

（３）日本议员团分组先后抵北京、广州、济南、天津、上海、汉口。

５﹐２５（四，一六）湖南前线南北军会商停战。

５﹐２６（四，一七）

（１）孙中山到粤东三河坝，晤陈炯明。

（２）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电请孙中山就军政府总裁职。

（３）川边藏蕃进犯同普，进逼巴塘。

（４）徐树铮到衡阳晤吴佩孚。

５﹐２７（四，一八）徐树铮与吴佩孚商定，允直接拨付吴部二十万元，另给以将军名号，

俟奉军抵茶陵安仁，吴即进向韶关，直下广州。

５﹐２８（四，一九）

（１）徐树铮、吴佩孚接洽情形，即电段祺瑞报告，并离衡州北返。

（２）冯国璋接见岑春烜之代表章士钊，商南北和议（６﹐７二次接见）。

５﹐２９（四，二０）

（１）英美日三使照会外交部，要求湖南督军及将领个人应负外人所受之任何损失（美使芮

恩施复口头要求严命各将领负抢掠之责）。

（２）徐树铮电段祺瑞，请财政部即电令汉口中国及交通银行归还吴佩孚借款二十万元（实

交八万元，是日徐自衡州抵汉口）。

（３）直隶督军兼第一路司令曹锟以不满徐树铮衡州之行，称病离汉口北去。

（４）驻广东香山警卫军统领袁带受北方运动，叛变，与护沙军统领林警魂战（６﹐６省军

败袁带，克香山）。

（５）匪劫直隶栾城县。

５﹐３０（四，二一）

（１）中日军事协议说明书发表。

（２）援闽粤军左路许崇智占永定。

（３）驻京英使抗议陕西破坏禁烟条约。

５﹐３１（四，二二）

（１）奉军许兰洲开往豫西，准备入陕援川（因陕军在川北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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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龙济光到北京请援。

（３）裁撤第十七师，改为湖南陆军第一旅，朱泽黄任旅长。

６﹐１（四，二三）

（１）徐树铮电奉、皖、湘、浙、晋、陕、豫、鄂、闽、鲁、黑各省，布署国会议员选举。

（２）孙中山离汕头赴日本。

（３）陆荣廷宣布就军政府总裁职。

（４）新疆督军杨增新宣布戒严（因俄国革命党与回人在新疆边境冲突）。

６﹐２（四，二四）

（１）徐树铮自汉口到北京，即电吴佩孚，告以段祺瑞允授以【

孚威】将军名号。

（２）李烈钧督滇军成桄克南雄，败赣军吴鸿昌等。

（３）江西匪陷鄱阳（６﹐６又陷都昌）。

（４）广东西江大水为灾。

６﹐３（四，二五）

（１）各省省议会代表会议宣言要求南北停战。

（２）福建北军臧致平师攻占广东黄冈。

（３）授吴佩孚为孚威将军。

６﹐４（四，二六）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主调和南北，推徐世昌斡旋。

６﹐５（四，二七）吉林督军孟恩远派兵赴哈尔滨防守中东路。

６﹐６（四，二八）

（１）援粤闽浙军童葆暄师占广东饶平。

（２）徐世昌到北京。

（３）吉林方正县为匪所陷。

６﹐７（四，二九）

（１）徐树铮电请直、鲁、豫、奉、黑、鄂、湘、浙、闽、晋、陕、甘各省禁阻省议会代表

赴南京（各省议会代表定６﹐３在南京开会，请早息内争）。

（２）徐树铮电阎锡山、陈树藩，布署国会议员选举，严防民党人士入选。

（３）段祺瑞拒绝留日归国学生宣布中日条约之要求。

（４）闽军夺回永定。

（５）英与日本商共同出兵西伯利亚问题。

６﹐８（四，三０）

（１）山东督军兼第二路司令张怀芝自江西回济南（时段祺瑞拟任张为援粤司令，将第一、

第二两军合并）。

（２）奉军司令孙烈臣到长沙，张景惠电徐树铮，谓粮草告匮，菜蔬断绝，请严饬整顿。

（３）徐树铮到沈阳。

（４）留日归国学生在上海开全体会议，筹开国民大会，拒绝中日军事协议，提倡国货。

６﹐１０（五，二）

（１）四川熊克武部第五师吕超再败刘存厚、锺体道，占领广元（６﹐８），刘等退陕边宁

羌（旋乘原驻陕南之第二十二混成旅长管金聚北去，占有汉中）。

（２）孙中山到日本门司。

６﹐１２（五，四）

（１）徐树铮与曹锟、张怀芝、龙济光会于天津，商对南战事（

６﹐１４安徽督军倪嗣冲抵津，劝曹、张再战）。

（２）广州国会议员开正式会议（仍不足法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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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五，五）

（１）驻日公使章宗祥与瑞士代表在东京订立中瑞通好条约（仍许与领事裁判权）。

（２）陕西靖国军樊锺秀部占潼关（翌日退出）

。

６﹐１４（五，六）

（１）前陕西督军炳威将军陆建章因反对对南用兵，被徐树铮枪毙于天津奉军司令部（此事

与倪嗣冲有关）。

（２）徐树铮电令长沙孙烈臣，命在湘奉军第三旅克日进驻安仁茶陵以南地区（孙借口势孤

不进）。

（３）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占湖南常德。

，段祺瑞代表靳云鹏及各部总长赴彰德为袁世凯举行祭礼。 （４）冯国璋代表张一

（５）日本银行团向国际银行团要求满蒙除外，作为参加国际银行团之条件（６﹐２３美反

对）。

６﹐１５（五，七）

（１）【新青年】杂志易卜生专刊出版。

（２）吴佩孚通电与湘军划界停战言和。

（３）冯国璋接见唐继尧之代表任可澄。

６﹐１６（五，八）英使馆因４﹐１５英教士在福建被海盗戕杀，迄未破获，自派军舰往剿。

６﹐１７（五，九）

（１）湖南奉军司令孙烈臣电徐树铮、杨宇霆，谓各路将领漫无系统，战守莫衷一是，请辞

湘东司令。

（２）徐树铮电直隶省长曹锐，告以段祺瑞允助曹锟为副总统。

（３）上海孙毓筠、李征五、孙洪伊派人运动湘皖陆建章旧部附和南方。

（４）销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免职处分。

（５）湖南督军张敬尧招抚山东巨匪郭安、史没臣等二十营。

６﹐１８（五，一０）

（１）交通兼财政总长曹汝霖与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订立吉（吉林）会（会

宁）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款额一千万日元（西原借款之一）。

（２）北京政府与洋药（鸦片）公司订购买存土条约。

（３）哈尔滨俄人特别（救国护法团）会议，决请协约国出兵援助。

６﹐１９（五，一一）

（１）徐树铮电长沙奉军司令孙烈臣，吴佩孚允同心协助，共维大局，决无反复虞诈之虑，

另电吴佩孚不可与南军划界停战议和。

（２）徐树铮电杨宇霆，段祺瑞不允即赦张勋，请托袁金铠、王永江向张作霖解释，俟国会

选举后赦免。

（３）粤军许崇智再占福建永定。

６﹐２０（五，一二）

（１）徐树铮电张作霖，中央正极力为奉天凑垫数十万元（共百万元，６﹐２７先拨半数，

７﹐１５续拨五十万元，张又要索百万元）。

（２）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援

粤副司令（此系徐树铮、倪嗣冲与曹、张最近二日在天津所商定，传并许曹锟以副总统）。

（３）粤军占赣南虔南县（６﹐２３为赣军夺回）。

（４）美国国务卿兰辛致书总统威尔逊，主由美国银行团参加对华借款（意在抗日）。

６﹐２１（五，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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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美总统威尔逊批准６﹐２０兰辛建议，准备对华借款。

（２）日本于郑家屯设领事馆。

６﹐２２（五，一四）

（１）特派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

（２）倪嗣冲离天津返蚌埠，张怀芝回济南。

（３）汉阳兵工厂炮弹厂炸裂。

６﹐２３（五，一五）奉军司令孙烈臣自长沙返抵天津（即去奉天，七月初返湘）。

６﹐２４（五，一六）

（１）吴佩孚电徐树铮，解释与南军停战议和苦衷（６﹐３０徐电覆勉以再战）。

（２）扩充陆军第五混成旅为第九师，魏宗瀚为师长。

（３）粤军许崇智占福建上杭。

（４）定７﹐１２为恢复共和纪念日（段祺瑞讨平复辟日）。

６﹐２５（五，一七）

（１）各省省议会代表拟在南京开会，请愿息争（北京政府禁止）。

（２）孙中山自日本到上海。

（３）外交部与英美日三使商解除谢米诺夫军队武装及俄人请求出兵西伯利亚事。

６﹐２６（五，一八）

（１）援粤之浙军团长陈肇英受吕公望策动与粤军联络（广东军政府参谋次长蒋尊簋曾派蒋

鼎文前来）

。

（２）添设奉天省通辽县。

６﹐２７（五，一九）

（１）援粤总司令张怀芝由济南赴汉口（７﹐１到）。

（２）改山东第一师为两混成旅，以潘鸿钧、张克瑶分任旅长。

（３）徐树铮电刘存厚，正积极援川。

（４）孙中山电令陈炯明、蒋中正冒险进攻闽南。

６﹐２８（五，二０）

（１）于右任应陕西靖国军之请，自上海到三原。

（２）特任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兼省长。

（３）徐树铮电覆冯玉祥，解释杀陆建章事。

（４）自俄东来之捷克军占领海参崴，推倒该处之苏维埃政府。

６﹐２９（五，二一）

（１）岑春烜自上海赴广州（７﹐２到）。

（２）北军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占湖南桃源。

６﹐３０（五，二二）

（１）中日陕西实业借款成立（日金三百万元）

。

（２）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无（太玄）、陈愚生等在北京商组少年中国学会。

（３）徐州地雷爆炸。

７﹐１（五，二三）

（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守常）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谓

为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心理变动之显兆。

（２）将军府参军张钫在陕西雒南联合樊锺秀部，称靖国军南路司令（上月于右任已被推为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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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任命商震为山西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培荣为曹州镇守使。

７﹐２（五，二四）

（１）协约国决定由中日美英法及捷克共同进兵西伯利亚。

（２）中瑞（瑞士）通好条约批准。

（３）任命曹 为蓟榆镇守使。

７﹐３（五，二五）广州国会非常会议电请黎元洪南来行使职权。

７﹐４（五，二六）苏俄外长翟趣林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称，愿放弃帝俄在华特权。

７﹐５（五，二七）

（１）唐继尧、伍廷芳、陆荣廷、林葆怿、岑春烜就任广州军政府政务总裁（孙中山、唐绍

仪未就）。

（２）财政总长曹汝霖与日本银行团订立第二次善后借款第三次垫款合同，款额一千万日元

（西原借款之一）。

（３）北京任命锺体道为第二十二师师长，田颂尧、赖心辉为第二十一师（刘存厚）旅长。

７﹐６（五，二八）

（１）陆荣廷电复梁士诒，商统一，主照旧约法选新国会。

（２）山东定陶兵变。

７﹐７（五，二九）山东汶、泗、沂各河泛滥，溃溢为灾。

７﹐８（六，一）

（１）日本公使要求开承德、朝阳、锦州、林西、开鲁等处为商埠，并从速实行开放归化、

张家口、赤峰、洮南、葫芦岛、多伦诺尔六处。

（２）美国摩根等八银行致书国务卿兰辛，建议组织英、法、美、日四国银行团共同对华贷

款（７﹐９兰辛同意，翌日即向英、法、日提出）。

（３）上海银行公会成立。

（４）匪陷江苏萧县。

７﹐９（六，二）霍尔瓦特在四站组织全俄临时政府。

７﹐１０（六，三）

（１）俄白党（旧党）谢米诺夫战败退入中国境内，为吉、黑军解除武装，红党（新党）要

求引渡，被拒。

（２）福建浙军童葆暄占峰市，败粤军熊略部。

７﹐１１（六，四）四郑铁路通车。

７﹐１２（六，五）令新选之参众两院议员于八月一日齐集北京。

７﹐１４（六，七）

（１）徐树铮电张作霖，解释中日吉黑林矿借款并不损害地方权利，全为军费需要。

（２）日使抗议矿业条例。

（３）海参崴之西伯利亚临时政府成立。

７﹐１５（六，八）

（１）徐树铮电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向日方解释湘粤军事进行迟顿原因。

（２）特派董康、王宠惠充修订法律馆总裁，罗文干为副总裁，姚震为大理院院长。

（３）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完成（是年秋出版）。

７﹐１７（六，一０）

（１）设驻罗马教廷特命全权公使，以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兼任（以法国反对，教使不克来

华，戴亦奉命暂不到任）。

（２）徐树铮电湖北督军署参谋长何佩珞严防研究系加入新国会选举。

（３）徐树铮电劝吴佩孚勿撤祁阳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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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８（六，一一）

（１）农商部呈准组织龙烟铁矿公司，派陆宗舆为督办。

（２）广州军政府公布政务会议条例。

（３）热河都统姜桂题派毅军统领常德盛部六营赴豫东剿匪。

７﹐１９（六，一二）

（１）财政总长曹汝霖与日本银行团（横滨正金银行）续定延期偿还第二次善后借款第一次

垫款合同（即财政部证券改借契约）。

（２）徐树铮自天津到奉天说明中日吉黑林矿借款事，并调解张作霖与杨宇霆冲突（７﹐２

２西返），时徐张亦有龃龉。

（３）福建北军臧致平师攻占广东大埔，粤军第一支队李炳荣退向三河坝。

７﹐２０（六，一三）

（１）交通总长曹汝霖与美日电气公司订立合办电气公司合同正式成立（即去年１０﹐２０

所订立者）

。

（２）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熊希龄与美国广益公司订立之运河借款合同正式签字，

款额美金六百万元（原名为运河七厘金币公债借款）。

（３）北京外交部向英法日提议共同出兵海参崴（７﹐２５日本同意）。

（４）山西火药库爆炸。

７﹐２１（六，一四）云南水灾。

７﹐２３（六，一六）驻乌里雅苏台佐理员电告俄红党侵入乌境，拔去界碑。

７﹐２４（六，一七）

（１）军政府总裁唐继尧等通电拥护约法，宣布段祺瑞罪状（旋又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各国

承认军政府）。

（２）广东雷州龙济光部降于粤军。

（３）全国高等专门学校校长在北京开会。

（４）优恤前邮政总办法人帛黎。

７﹐２５（六，一八）国务会议准捷克军通过中东铁路（翌日通知协约国，即准捷克军自海

参崴假道西返）。

７﹐２７（六，二０）

（１）伍廷芳电请各国承认广州政府。

（２）特派熊希龄兼任督办运河工程事宜。

（３）上海、北京、天津学生筹组爱国会。

７﹐２８（六，二一）

（１）奉天督军张作霖突至天津，晤直隶督军曹锟（徐树铮迎于唐山。时张对徐颇不满。７

﹐２９援粤总司令张怀芝至自汉口，７﹐３１安徽督军倪嗣冲至自蚌埠）。

（２）吉黑两省以俄国新党进逼满州里一带，电中央告急。

７﹐３０（六，二三）

（１）美国务院训令北京美代办马慕瑞，美政府决定协助美银行团对华借款，并邀英、日、

法银行参加。

（２）谢米诺夫部战败退入满洲里海拉尔，我警备司令张焕相将其解除武装，新党允不犯境。

（３）驻美公使顾维钧与美国管船部及摩根公司订立造船借款条约（船四只，在上海造）。

（４）库伦都护使陈毅调兵一营来库伦，防俄乱党。

７﹐３１（六，二四）

（１）奉天督军张作霖、曹锟、徐树铮与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黑龙江督军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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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卿等在天津会议，决定推徐世昌为总统，并促曹锟南下继续进攻。

（２）蒋中正辞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

（３）北京陆军部与日本泰平组合公司订立第二次军械借款，款额二千三百六十万日元。

８﹐１（六，二五）

（１）苏俄外长翟趣林电孙中山（复书），备致钦慕，盼共同奋斗。

（２）改订关税则例开始实行，切实值百抽五。

（３）南北军战于湖南祁阳宝庆。

８﹐２（六，二六）

（１）农商总长田文烈、财政总长曹汝霖与日本汇业银行订立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

款额三千万日元（西原借款之一）。

（２）日本宣布出兵西伯利亚，尊重俄国领土完整，不干涉俄国内政。

８﹐３（六，二七）

（１）因法日两使之要求，续付俄国庚子赔款，仍延付三分之一（８﹐９由外交部照会俄使）。

（２）美国宣布出兵西伯利亚，援助捷克军（是日英军在海参崴登岸）。

（３）命海容舰长林建章节制派赴海参崴陆海军队。

（４）匪劫广东新会。

８﹐４（六，二八）

（１）日美发表共同出兵西伯利亚宣言。

（２）粤军陈炯明夺回广东大埔（８﹐６夺回峰市、永定）。

８﹐６（六，三０）法使抗议中国添设驻罗马教廷公使。

８﹐７（七，一）驻湘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电李纯，反对援粤攻川，痛斥国会选举违法及借款

杀害同胞，请会同鄂赣两督提倡和平，停止内争。

８﹐８（七，二）

（１）日公使林权助与段祺瑞商中日共同向满洲里出兵。

（２）外交部向英使抗议喀什噶尔英国领事署添驻卫兵。

（３）粤军许崇智占福建上杭。

８﹐９（七，三）

（１）陕西靖国军胡景翼、郭坚、樊锺秀、曹世英、高峻、卢占魁等推于右任为总司令，张

钫为副司令（胡寻为陈树藩所诱执）。

（２）安福俱乐部大会。

８﹐１０（七，四）

（１）公布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制（段祺瑞借此筹军费政费）。

（２）法军在海参崴上岸，准备向西伯利亚出动。

８﹐１１（七，五）北京临时参议院闭会。

８﹐１２（七，六）

（１）北京新国会开会（参议院议员原为二百七十四人，减为一百六十八人；众议院议员原

为五百九十六人，减为四百零六人，大半属安福俱乐部，粤桂川滇黔未选，湘鄂陕系选派）。

（２）冯国璋因代总统任期届满，通电表示无意恋栈，及竞争选举。

（３）日军第十二师团到海参崴，准备向西伯利亚出动。

（４）第一批假道中东铁路之捷克军抵哈尔滨（俄路工罢工，阻其西进）。

８﹐１３（七，七）

（１）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女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

明日解决）。

（２）日军擅自入驻中东铁路，进向满洲里，并宣布中日共同防敌协议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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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本设立成都总领事馆。

８﹐１５（七，九）

（１）英、法、美、日军队集海参崴，准备分三路经满洲一带向西伯利亚前进，日人为统帅，

拟设司令部于满洲里（并未得中国同意）。

（２）广东暴风雨为灾。

８﹐１６（七，一０）

（１）英日俄法四国银行团抗议金币券条例及币制条例（因与改革币制有关，应与银行团协

议）。

（２）协约国公使照会外交部，请允在哈尔滨设置秘探总局。

（３）日军在俄属庙街上岸。

８﹐１７（七，一一）

（１）苏、浙、赣、鄂四省商民及公团反对以北京政府所收买存土，指销四省。

（２）粤军参谋长邓铿函孙中山，报告战况，请以许崇智别领一军。

８﹐１８（七，一二）

（１）北京派赴海参崴之军队出发（第九师，共四营）。

（２）广州军政府开第一次政务会议。

８﹐１９（七，一三）

（１）广州军政府推岑春烜为主席总裁（岑任刘彦为政务厅长，张群为副官长，杨永泰为广

东财政厅长，钮永建为兵工厂监督）。

（２）日军由哈尔滨进驻黑省，分驻中东路各站。

８﹐２０（七，一四）北京新国会选举王揖唐为众议院正议长（

明日选刘恩格为副议长）。

８﹐２１（七，一五）

（１）驻湘北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湘南镇守使赵春廷、指挥官张宗昌、陈德修、旅长冯玉

祥、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通电请冯国璋明令罢战，

暂勿选举总统。

（２）岑春烜就军政府主席总裁职。

（３）广东东江西江水灾。

（４）协约国在海参崴会议，拒绝美国派员接管西伯利亚及中东铁路。

８﹐２２（七，一六）

（１）北京新国会选举梁士诒、朱启钤为参议院正副议长。

（２）曹锟电斥吴佩孚（段祺瑞准备罢吴，以旅长张学颜代之）。

（３）日兵由哈尔滨进驻满洲里，并派员管理长春哈尔滨一段铁路（此段路于去年十一月由

俄国临时政府私以日金二千三百万元售与日本），美公使因美商在该路投有资本，向外交部

抗议。

（４）农商财政两部设立中华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８﹐２３（七，一七）

（１）谭浩明、谭延闿电吴佩孚，赞成罢战。

（２）日公使要求以江苏米谷供给日本。

８﹐２４（七，一八）

（１）国务院发表西伯利亚（海参崴）出兵宣言。

（２）满洲里中日军队冲突（因日军迫华军后退）。

（３）段祺瑞电斥吴佩孚，命勿再妄谈政治。

（４）四省经略使曹锟自天津移驻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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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奉天督军张作霖自天津起程回沈阳，并通电主对南续战。

（６）任命张景惠为奉军第一师师长（张部驻湘）。

（７）因法使之抗议，延期派遣驻罗马教廷公使。

８﹐２５（七，一九）倪嗣冲通电主继续对南用兵。

８﹐２６（七，二０）

（１）吴佩孚驳复８﹐２４段祺瑞电，并指责张作霖阴谋复辟。

（２）曹锟通电责吴佩孚受人挑拨，破坏北洋团体。

（３）驻常德之北军旅长冯玉祥否认列名８﹐２１之主和电。

（４）川边军分统刘赞述因宁静英国副领事窦锡孟之调停，在昌都谈判和议，窦锡孟拟约十

三款。

８﹐２７（七，二一）

（１）北京政府与英商马可尼无线电有限公司订立借款六十万，装设军用无线电话。

（２）赈河南福建水灾。

８﹐２８（七，二二）

（１）吴佩孚电段祺瑞，谓倡议和平，实出本心，非受人嗾使。

（２）徐树铮电责吴佩孚反复。

（３）广州国会开宪法谈话会。

（４）广东【广通】巡舰兵变。

８﹐２９（七，二三）山东巨匪白天祖连陷濮阳、阳谷、莘县，围攻曹县、博平、冠县、朝

城、观城、范县。

８﹐３０（七，二四）

（１）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烜电复吴佩孚，赞成其促进和平主张。

（２）粤军许崇智占领福建龙岩。

（３）英日法俄四使向外交部质问金券条例。

８﹐３１（七，二五）

（１）非常国会宣言继续召集护法会议，选举总统，否认北京政府缔结对外条约及公布法律。

（２）广州军政府通电否认北京新国会选举总统（仍承认冯国璋之代理为合法）。

（３）段祺瑞通电，声明俟总统改选，政局重新，即及时引退，命前敌各军严防煽惑。

（４）广东督军莫荣新通电响应吴佩孚和平主张。

（５）粤军陈炯明占领福建漳州（并占南靖、漳浦、长泰、云霄、同安各县，时浙军团长陈

肇英正式归附南军，军政府派为浙军第一师长，吕公望为浙军总司令，粤军乘机前进）。

（６）外交部同意协约国在哈尔滨设置秘探总局。

９﹐１（七，二六）

（１）许崇智任粤军第二军长（辖熊略、李炳荣、邓本殷、罗绍雄部），兼前敌总指挥。

（２）奉天胡匪陷辑安县。

９﹐３（七，二八）北京总统预选会，到国会议员三百八十四人，投徐世昌票者三百八十三

人。

９﹐４（七，二九）

（１）北京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到会议员四百三十六人，徐得四百二十五票）。

（２）广州非常国会宣言不承认北京选举之总统。

９﹐５（八，一）

（１）徐世昌通电辞总统。

（２）北京新国会选副总统，以不足法定人数未成（段派原许曹锟，徐世昌、梁士诒派主从

缓，以待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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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湖南浏阳团练驱逐北军。

９﹐６（八，二）

（１）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议实施上必要详细协议签字，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亚，协助捷克

军。

（２）段祺瑞电劝徐世昌就职，冯国璋亦通电盼南北一致拥戴新总统。

（３）日公使林权助离北京返国。

９﹐７（八，三）

（１）特派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２）汤化龙在美国西雅图为华侨王昌所刺死，年四十五岁（１８７４至１９１８，或云事

在９﹐１，一说９﹐１２汤在加拿大维多利亚被暗杀。时化龙在美考察，一说代北京政府借

债）。

（３）美代办访外部，要求由美国驻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代管中东铁路，以防落入日本之手。

９﹐９（八，五）

（１）北京内务、财政两部派禁烟特派委员办理运销存土。

（２）英公使朱尔典访外长陆征祥，劝南北议和，以免危及中国在国际地位。

９﹐１０（八，六）

（１）国务会议派刘镜人为驻西伯利亚高等委员，前赴海参崴。

（２）徐树铮电张作霖，辞奉军副司令，并荐孙烈臣接任。

９﹐１２（八，八）赈湖南水灾。

９﹐（八，初）唐继尧到重庆，召集护法军将领熊克武、王文华等会议（熊对唐不满）。

９﹐１３（八，九）

（１）吴佩孚电劝徐世昌勿就非法国会选出之总统，毅然出任调人领袖，以谋统一。

（２）捷克军司令在哈尔滨发布命令，镇压罢工，并设立临时军事法庭裁判处，裁判罢工人

员，中国抗议（旋撤消）。

９﹐１４（八，一０）

（１）广州军政府电复冯国璋，指北京总统选举非法。

（２）曹锟通电征求停止内争及时局意见。

（３）绥军团长高在田部前队抵库伦（９﹐１７高本人亦到，全军于９﹐２４到齐）。

９﹐１６（八，一二）

（１）岑春烜、伍廷芳劝徐世昌勿就总统。

（２）徐世昌接受北京国会所送之新总统当选证书。

（３）武长铁路通车。

９﹐１７（八，一三）

（１）北京特派萨镇冰督办福建全省清乡事宜，黄培松会办。

（２）准备开赴福建之【振武新军】（龙济光所招鲁匪顾德麟部）在山东齐河晏城哗变。

９﹐１８（八，一四）

（１）英使兼协约国领衔大臣朱尔典以黑河道尹张寿增辅助俄国新党，向外交部抗议，要求

将其褫职。

（２）任命梁朝栋、郑殿升、蔡平本、王良臣、刘晋九为奉天第一、二、三、四、五混成旅

旅长。

９﹐１９（八，一五）

（１）广州军政府公布修正政务会议条例。

（２）库伦都护使陈毅因俄过激党东进，日本亦觊觎外蒙，电请政府自行担任库恰出兵防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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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０（八，一六）

（１）日本照会中国，依据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议，日军在北满将采取必要行动。

（２）旧俄使库达摄夫要求外交部撤回派往外蒙军队。

（３）驻湘北军吴佩孚、李奎元、冯玉祥等通电响应曹锟９﹐１４电，请早息内争，促成和

局。

９﹐２１（八，一七）

（１）以俄国新党败遁，黑龙江中东铁路临时警备总司令部改组为警备司令，并设国防筹办

处。

（２）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中国公使章宗祥，声明于适当时期抛弃庚子赔款之请求权。

９﹐２２（八，一八）广州军政府免李耀汉职，以翟汪代理广东省长，古日光代理肇阳镇守

使（翟、古均李部将）。

９﹐２４（八，二０）

（１）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外务大臣后藤新平成立中日满蒙四路换文。

（２）章宗祥与日外务大臣后藤新平成立高徐及济顺铁路换文及山东问题换文。

（３）李纯拆毁滁州以南路轨，阻徐树铮部参战军第一旅王永泉部（奉军）开往福建。

９﹐２５（八，二一）

（１）英美公使抗议中国政府收买存土，谓此举为一种退化表示，大失信用于英美诸国。

（２）陕西靖国军连占数县，督军陈树藩出守渭南。

９﹐２６（八，二二）

（１）湖南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陆裕光、赵

恒惕、林修梅、宋鹤庚、鲁涤平及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赵春廷、张宗昌、冯玉祥、王

承斌、阎相文、萧耀南等通电，请冯国璋速颁罢战命令，新国会当以法理为依归，盼徐世昌

勿为非法所利用。

（２）蒋中正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所部千人驻福建长泰）。

（３）京师地方审判厅判决暗杀宋教仁案，处洪述祖以无期徒刑。

９﹐２７（八，二三）

（１）英向日本提议由英日美法共同劝告中国南北和好（日婉拒，谓为期尚早）。

（２）外交部答复英日俄法四使质问，否认金券条例有损银行团利益（四使仍不满意）。

（３）中国否认捷克军任命之中东路司令。

（４）美总统威尔逊在纽约演说，重申其和议原则。

（５）奉天督军署参谋长杨宇霆免职（因与徐树铮勾结）。

９﹐２８（八，二四）

（１）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订满蒙四路（洮南至热河，长

春至洮南，吉林经海龙至开原，洮热路之一端至海港）借款草合同，款额二千万日元（西原

借款之一）。

（２）章宗祥与日本兴业、台湾、朝鲜银行订立济顺、高徐两路借款草合同，款额二千万日

元（西原借款之一）。

（３）章宗祥与日本兴业、台湾、朝鲜银行订立参战借款二千万日元（西原借款之一）。

（４）李盛铎当选为北京新参议院全院委员长。

９﹐２９（八，二五）

（１）孙中山电贺俄国革命成功。

（２）北京内务部公布指定敌国人民移居地管理处章程。

（３）日本原敬内阁成立，内田康哉任外务省大臣（西原借款至是告一结束）。

９﹐３０（八，二六）北京国务院驳斥南北将领９﹐２５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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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毛泽东等自长沙到北京，筹划赴法国勤工俭学（毛在北京大学旁听，并任职图书馆）。

１０﹐（１）北京大学文科教授陈独秀、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

（２）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１０﹐１（八，二七）黑龙江成立国防筹备处。

１０﹐２（八，二八）

（１）张作霖驳斥９﹐２５南北将领电。

（２）徐树铮电张作霖，即日起卸去奉军副司令之职，经手欠款三百二十余万元自行清理。

（３）杨庶堪在重庆就任四川省长。

１０﹐３（八，二九）

（１）湖南前线南北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赵恒惕、张其锽、吴佩孚、冯玉祥、王承

斌、萧耀南、阎相文等联合通电诋段祺瑞无和平诚意，并电徐世昌勿就总统职。

（２）段祺瑞致书参议院议长梁士诒、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主选曹锟为副总统（意在笼络吴

佩孚）。

１０﹐４（八，三０）

（１）前线南北将领联电各省，谓总统大权旁落已久，盼徐世昌勿登台。

（２）粤军克琼州儋县，败龙济光部（已围攻甚久）。

１０﹐５（九，一）山东督军张树元向日本泰平公司订购军械合同，价值六十九万日元。

１０﹐６（九，二）

（１）安福俱乐部干事会议，徐树铮说明推举曹锟为副总统原因。

（２）北京宣言承认捷克军队为对于德奥正式从事战斗之盟军交战团。

１０﹐７（九，三）

（１）冯国璋电述一年中经过情形及时局现象，盼和平解决。

（２）岑春烜等通电响应南北将领１０﹐３及１０﹐４电。

（３）驻闽海军第二舰队【肇和】军舰舰长林永汉宣告与西南一致，率舰抵广东。

（４）驻安徽宿州之龙济光新编振武新军哗变。

１０﹐８（九，四）

（１）安福俱乐部国会议员会议，王揖唐演说，主选曹锟为副总统。

（２）美代办马慕瑞照会外交部，币制改革须与美国相商。

（３）美国务卿兰辛照会顾维钧，拟由美日英法组织新银行团进行对华借款（同日照会日英

法）。

１０﹐９（九，五）

（１）北京国会再开副总统选举会，仍未成（交通系、研究系议员均不出席）。

（２）特任财政总长曹汝霖兼币制局督办，陆宗舆为币制局总裁，任命曾毓隽为交通次长（原

任次长叶恭绰反对西原借款，与交通总长曹汝霖不和）。

（３）广州国会宣言，次任总统暂缓选举，十月十日起委托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摄行大

总统职务。

１０﹐１０（九，六）

（１）广州军政府宣言不承认徐世昌为总统，由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摄行大总统职务（１

０﹐１２由外交部长伍廷芳照会北京公使团）。

（２）徐世昌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宣言以诚心谋统一，以毅力达和平（梁士诒亦遣人致书陆

荣廷疏通）

。

（３）徐世昌准国务总理段祺瑞免职，以内务总长钱能训暂行兼代。

（４）外交团觐见徐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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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美总统威尔逊电贺徐世昌，劝息争统一，负起国际会议中之正大任务。

（６）全国学生救国会在上海成立。

（７）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上海开第四次会议。

１０﹐１１（九，七）

（１）梁士诒与徐树铮、王揖唐、王郅隆、曾毓隽、吴炳湘等商选举副总统事，主留缺与南

方。

（２）匪陷山东肥城。

１０﹐１３（九，九）

（１）徐世昌复美总统电，当首谋国家统一，国民幸福，并与美国共同实现最高理想。

（２）梁士诒在天津宴国会议员，商南北和平问题。

（３）参战军王永泉旅经疏通后抵浦口。

（４）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鸿章）等商组新潮社。

１０﹐１４（九，一０）

（１）全国中学校校长会议在北京开幕。

（２）美法军随捷克军开驻满洲里。

１０﹐１５（九，一一）

（１）广州国会议员二百五十九人声明反对以军政府行大总统职权。

（２）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商组和平期成会。

（３）北京令各省整顿吏治，防剿盗匪。

（４）湖北督军王占元再与日本泰平公司订购军械合同，价值一百七十九万日元（第一次在

８﹐２０）

。

１０﹐１６（九，一二）

（１）北京新国会三开副总统选举会，复流会（交通系、研究系议员仍不出席）。

（２）上海日华纱厂罢工（本月二十五日解决）

。

１０﹐１７（九，一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复以英副领事窦锡孟之调停，派韩光钧与藏军订

立停战条约于绒霸岔（一作１０﹐１０）。

１０﹐１８（九，一四）

（１）美公使芮恩施谒徐世昌，劝速谋统一。

（２）总统府顾问美人韦洛贝提出南北调和意见书。

１０﹐１９（九，一五）

（１）派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兼滨黑铁路督办。

（２）裁撤甘肃提督，改设甘州护军使，以马安良任之。

（３）广州参议院改选林森为议长，代王家襄。

１０﹐２０（九，一六）

（１）湖南耒阳桂军（李宗仁营）闹饷。

（２）徐树铮筹设西北边防处，准备在河南安徽招兵。

１０﹐２１（九，一七）

（１）英法俄日四国银行团代表晤财政总长曹汝霖。

（２）奉天马贼陷柳河县。

１０﹐２３（九，一九）

（１）兼代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岑春烜、陆荣廷、唐继尧、李烈钧、熊克武、刘显世等，请先

就事实，设法解决时局纠纷，法律问题，俟之公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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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准张勋免予通缉（曹锟、张作霖等呈请）

。

、王家襄、谷锺秀、丁世峄、王克敏、梁善济、籍忠寅、徐佛苏、文群等二十四人通电发起

【和平期成会】。 （３）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

张一

（４）李纯电岑春烜，主南北言和。

（５）美公使芮恩施照会外交部，重申美国对于中国币制改革借款之关怀，要求参加。

１０﹐２４（九，二０）徐世昌令各方尊重和平。

１０﹐２５（九，二一）

（１）日本向英美法义建议由各国联合向中国南北当局劝告和平统一。

（２）交通总长曹汝霖与中日实业公司订立电话扩张借款合同（

参看１１﹐１８）。

（３）英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要求立将黑河道尹张寿增褫职（

以张不允拘禁德奥俘虏）。

１０﹐２７（九，二三）长沙水灾。

１０﹐２８（九，二四）徐世昌布告各省地方军民人士，协助协约国。

１０﹐２９（九，二五）

（１）全国和平联合会成立。

（２）日本阁议决定缓付中国借款。

（３）日本以小幡酉吉为驻华公使。

（４）冯国璋出北京，回河间原籍。

１０﹐３０（九，二六）

（１）协约各国公使向外交部提出说帖，指责中国参战不力。

（２）岑春烜等电北京主张开南北对等会议，各派同数代表。

１０﹐３１（九，二七）

（１）徐世昌再与美使芮恩施谈南北和平统一问题，决先与南方军人接洽。

（２）爪哇土人袭击华侨，焚掠华人房屋，死伤数十人。

１１﹐１（九，二八）

（１）特任张树元署山东督军，并兼署省长。

（２）教育部召集全国专门学校校长会议。

（３）外蒙政府向北京财政部借款一百万元。

（４）改察哈尔商都招垦设治局为商都县。

１１﹐２（九，二九）

（１）北京参众两院追认对德宣战案。

（２）美政府向日本抗议日军在西伯利亚之行动（日谋久占）。

（３）岑春烜电复李纯，言和首在使南北无所轩轾。

１１﹐３（九，三０）

（１）国务院通电各省，限制增募军队。

（２）北京政府令整肃仕途。

（３）和平期成会在北京成立，熊希龄、蔡元培为正副会长。

（４）外交部答复英美公使收买存土抗议，谓收买之土除制药外，余均销毁。

１１﹐４（一０，一）

（１）派徐树铮赴日观操（１２﹐１６回国）。

（２）陕西靖国军张钫、郭坚、卢占魁合自四川北来之滇军叶荃攻占凤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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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本允取消在山东济南、潍县、周村设立之民政署。

１１﹐５（一０，二）

（１）国务院电岑春烜等，允南北各派代表十人议和。

（２）财政总长曹汝霖函告英法日俄四国银行团代表，允将币制实业借款协议延长六个月。

（３）任命冯玉祥为常德镇守使，吴新田为岳阳镇守使。

１１﹐７（一０，四）

（１）英法银行团代表通知美国大使，中国已允将币制借款协议展期，盼美国代表立即参加。

（２）安福俱乐部王揖唐宴来京之督军张作霖。

１１﹐８（一０，五）北京政府电驻法公使胡惟德，决加入协约国巴黎粮食会议。

１１﹐９（一０，六）

（１）北京允鲁直皖三省运盐赴日。

（２）李纯电徐世昌，南北言和，应法律事实兼顾。

１１﹐１１（一０，八）

（１）世界大战终止，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休战条约。

（２）日本外务、大藏、农商大臣及小幡酉吉会商对华借款问题。

（３）川滇陕靖国军连占陕西镇巴、宝鸡，甘肃平凉、天水各县。

１１﹐１２（一０，九）北京政府决定召开南北和平会议。

１１﹐１３（一０，一０）粤军（林虎）克琼州，肃清龙济光残部。

１１﹐１４（一０，一一）本日起，北京学校放假三日，庆祝协约国胜利，蔡元培及北京大

学教授举行演说大会。

１１﹐１５（一０，一二）

（１）北京政府召集直隶督军曹锟、奉天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吉林督军孟恩远、

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山西督军阎锡山、淞沪护军使卢永祥，

绥远都统蔡成勋等开会，徐世昌及全体国务员、参战督办段祺瑞均出席，讨论停战撤兵，应

付外交，被兵各省善后，收束军队，整顿财政等问题（十一月初，张作霖等应徐世昌召，已

抵北京，以曹锟迟迟不到，今日始克举行会议）（１１﹐１６继续举行）。

（２）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劝岑春烜、陆荣廷、唐继尧等撤兵。

１１﹐１６（一０，一三）

（１）北京政府令前方军队罢战退兵。

（２）美国赞同１０﹐２５日本建议，并主借款与统一后之中国政府。

１１﹐１８（一０，一五）

（１）孙中山电美总统威尔逊，必须国会得完全自由行使正当职权，南北方能和平。

（２）交通部与中日实业公司订定电话借款增资合同（原定日金三百万元，增至一千万元，

１０﹐２５合同已签字，本日始成立）。

（３）俄白党阔尔察克（库尔查克）控有鄂穆斯克政府。

１１﹐１９（一０，一六）广州美国领事向军政府提出说帖，劝告息争。

１１﹐２０（一０，一七）

（１）广州国会议员向岑春烜质问，擅派欧洲和会及南北和会代表及鄂陕闽停战事。

（２）徐世昌电唐绍仪，盼促成南北和平。

１１﹐２１（一０，一八）

（１）派陈箓暂代外交部部务。

（２）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为陈树藩诱杀于兴平（井到凤翔晤叶荃，东返途中遇害）。

（３）特任龚心湛为安徽省长。

１１﹐２２（一０，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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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曹锟等在北京举行【庆祝国际荣誉合肥（段祺瑞）首勋大会】。

（２）广州军政府通令前敌休战，与北方依法和平解决。

（３）阿尔泰蒙古王公呈请将阿尔泰改隶新疆。

１１﹐２３（一０，二０）

（１）美公使芮恩施函国务院，报告与中国外交部官员商谈巴黎和会中国应采取态度，劝中

国只可要求尊重独立及领土完整之共同宣言。

（２）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表。

（３）天津新开河工竣。

（４）盐务署会办丁恩任满回国（民二善后大借款成立后，丁恩依条约任盐务署会办）。

１１﹐２４（一０，二一）

（１）北洋督军在北京组织【戊午（１９１８）

同胞社】，以巩固北洋团体，曹锟为社长（旋改为参战同志社）。

（２）斯大林发表【不要忘记东方】。

１１﹐２５（一０，二二）国务院组织之战时国际委员会撤消。

１１﹐２６（一０，二三）李纯电岑春烜，北京同意南北各派代表在南京举行善后会议（此

系北方督军之主张）。

１１﹐２７（一０，二四）江苏督军李纯与日本泰平公司订购军械合同，价值六十五万元。

１１﹐２８（一０，二五）全国举行庆祝协约国战胜大会（三日）。

１１﹐２９（一０，二六）领袖公使朱尔典向外交部质问段祺瑞组阁消息（曹锟、张作霖、

倪嗣冲曾向徐世昌要求恢复段内阁）。

１１﹐３０（一０，二七）

（１）曹锟、张作霖、倪嗣冲要求徐世昌以段祺瑞组阁。

（２）岑春烜、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等电徐世昌，主在上海租界开和平会议（反对在南

京召开善后会议）。

１２﹐１（一０，二八）

（１）外交总长陆征祥启程赴欧，出席和会。

（２）北京政府发行白皮书（关于对德宣战之文件）。

（３）中国银行与外蒙行政厅订约，在库伦设立分行。

（４）孙中山之代表曹埃布尔在柏林活动，说德国政府与广州政府合作。

１２﹐２（一０，二九）

（１）日、英、美、法、义五公使劝告南北政府速谋和平统一，并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是

日五公使决定在南北统一前，不对中国作政治借款）。

（２）李纯电劝岑春烜担任南方代表领袖。

（３）北京参议院改选田应璜为副议长。

１２﹐３（一一，一）

（１）徐世昌召段祺瑞、曹锟、张作霖、王占元、倪嗣冲、张怀芝、孟恩远及全体阁员会议，

商南北和议问题，并宣读五国公使昨日来文。

（２）日政府声明停止对华借款及其它财政上之援助。

（３）北京政府令将前次收买存土在上海销毁。

１２﹐５（一一，三）

（１）徐世昌、钱能训电复岑春烜等，仍主在南京举行善后会议。

（２）因江苏督军李纯调停，定南北和会名为和平善后会议（１２﹐１１南方同意）。

（３）孙中山函覆蔡元培，谓和平须实行法治，尊重国会。

（４）京师高等审判厅将洪述祖上诉案驳回（洪不服，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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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一一，四）

（１）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福建督军李厚基成立停战协议。

（２）四川靖国军熊克武部吕超攻占陕西褒城，刘存厚部守汉中（熊与宝鸡之管金聚旅相约，

夹攻刘存厚，吕超等于上月入陕南，围攻汉中十余日不下，复退回川北）。

（３）美国务院令驻华公使芮恩施与各国商讨不以资金及军火供应中国。

（４）英日法俄公使三次抗议金券条例。

１２﹐７（一一，五）

（１）京绥铁路局与日本东亚兴业会社订立借款三百万日元。

（２）北京国会议决延长会期两月。

１２﹐８（一一，六）

（１）农商部接收井陉矿产（原为中德合办）。

（２）粤军支队司令蒋中正克福建永泰。

１２﹐９（一一，七）

（１）熊希龄等在北京组织协约国国民协会。

（２）王揖唐召集安福系国会议员会议，主通过钱能训内阁（１２﹐１２再度集会）。

（３）美公使芮恩施向日、英、法、义公使提议，共同宣布在中国统一政府未成立前，不以

资金及军火供应中国。

１２﹐１０（一一，八）

（１）美公使芮恩施电告国务院，主即对华借款，俾徐世昌完成其和平统一政策（１２﹐１

８国务院电复，须与英、法、日共同担任）。

（２）财政总长曹汝霖与日本正金银行续订借款条约（即一月六日借款再延期一年）。

（３）外交部派陈广平驻扎莫斯科，办理总领事事务（１９２１﹐２﹐３始到任）。

１２﹐１１（一一，九）

（１）北京阁议派朱启钤（交通系）为南北和平善后会议北方总代表，吴鼎昌（与安福系交

通系近）、王克敏（直系，代表冯国璋）、施愚（代表李纯）、方枢（代表段祺瑞）、汪有龄（与

交通系、安福系近）、刘恩格（安福系，代表张作霖）、李国珍（研究系）、江绍杰（安福系，

代表倪嗣冲）、徐佛苏（研究系）九人为代表（不再坚持善后会议名称，原拟以李纯或梁士

诒为总代表，段祺瑞派反对，要求以王揖唐任之，为徐世昌所拒）。

（２）岑春烜等电北京抗议认陕西护法军为土匪，如有议和诚意，应指定南北驻兵地点。

１２﹐１２（一一，一０）

（１）广州军政府谘请非常国会同意派孙中山、伍廷芳、汪兆铭、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

为出席欧洲和平会议代表。

（２）参谋陆军部电各省禁招军队。

１２﹐１３（一一，一一）孙中山派胡汉民为讨论和平代表。

１２﹐１４（一一，一二）北京众议院通过钱能训内阁总理案（

十八日参议院通过）。

１２﹐１５（一一，一三）

（１）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开会，汪大燮任会长。

（２）福建督军李厚基败粤军，夺回永泰。

１２﹐１６（一一，一四）

（１）国务院电岑春烜等，认福建、陕西之战事为剿匪。

（２）新疆督军杨增新呈覆将阿尔泰改隶新疆。

１２﹐１８（一一，一六）

（１）全国和平联合会在北京开成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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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唐绍仪电徐世昌，坚持以上海为南北和议地点。

１２﹐２０（一一，一八）

（１）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２）广州军政府决定唐绍仪为南方议和总代表。

（３）国务院电驻美使馆，商妥召开和平统一会议，惟陕闽事尚待解决，请告美邦要人。

（４）与各国订立修改中国进口关税协议。

（５）谢米诺夫武力夺取满洲里税关存款。

１２﹐２１（一一，一九）

（１）总统府设财政委员会，以周自齐为委员长。

（２）北京参议院议长梁士诒辞职，李盛铎继任（梁因反对选举副总统，与安福系失和）。

１２﹐２２（一一，二０）

（１）陈独秀、李大钊之【每周评论】在北京发刊（１９１９﹐８﹐３０被封）。

（２）修改现行进口税则委员会闭会。

１２﹐２３（一一，二一）

（１）总统府设善后讨论会（为南北和议而设）

，钱能训为委员长。

（２）张謇等发起之【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在上海开会。

１２﹐２６（一一，二四）

（１）蔡元培、王宠惠等组织之【国民制宪倡导会】在北京开会。

（２）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致书孙中山，告陕局濒危。

１２﹐２７（一一，二五）新任驻华日使小幡酉吉呈递国书。

１２﹐２８（一一，二六）

（１）广州国会议员谈话会，又质问军政府以南北和议事。

（２）徐世昌接见北方议和代表团。

（３）湖南督军张敬尧通电否认破坏和平。

１２﹐２９（一一，二七）

（１）北方议和总代表团自北京赴南京。

（２）梁启超自上海前往欧洲，蒋方震、张君劢、刘崇杰同行（丁文江、徐新六等亦参加）。

１２﹐３０（一一，二八）孙中山之【孙文学说】完成（【建国方略】之一部份）。

１２﹐３１（一一，二九）旧俄使抗议中国派官派兵入唐努乌梁海。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１９──中华民国八年己未

１﹐１（一一，三０）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主办之【

新潮】杂志，及段锡朋、周炳琳、张国焘、许德珩、易克嶷等之【国民】杂志创刊（新潮社

成立于上年１２﹐３；另有【国故】月刊社，亦于同月成立，教授黄侃、刘文典等主之）。

１﹐５（一二，四）

（１）任命汪荣宝为驻瑞士公使。

（２）外交部电都护使陈毅，相机与外蒙另订新约，排除俄力，固结蒙心。

（３）外交部声明不轻易变动外蒙自治制度，惟求解除俄蒙协约限制。

１﹐６（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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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外交委员会议决统一铁路案，凡以外资外债建造已成或未成，或已订合同而尚未

开工之各站，概统一之。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以各路与共同抵押品，由中国政府延用

外国专家辅助中国人员经理之。俟中国还清该总债之日为止，各路行政及运输事宜，仍须遵

守中国之法律，概由交通部指挥之。即请提出巴黎和会（意在打破势力范围，主之者为汪大

燮、熊希龄、林长民）。

（２）陕南镇守使管金聚自凤县攻占宝鸡，败靖国军。

（３）湖南督军张敬尧与日本泰平公司订购军械合同，价值六十六万七千日元。

１﹐７（一二，六）众议院通过钱能训内阁阁员同意案（九日参议院通过）。

１﹐８（一二，七）国务院以巴黎和会提案电知陆征祥等（外交委员会提出）。

１﹐９（一二，八）

（１）广州军政府派唐绍仪为和平善后会议总代表，章士钊（代表岑春烜）、胡汉民（代表

孙中山）、缪嘉寿（代表唐继尧）、曾彦（代表陆荣廷）、郭春霖（代表莫荣新）、刘光烈（代

表熊克武）、王伯群（代表刘显世）、彭允彝（代表谭延闿）、饶鸣銮（代表林葆怿）、李述膺

（代表于右任）十人为代表。

（２）美日公使芮恩施、日置益商对华借款问题，在南北和好之前，不予财政援助。

１﹐１０（一二，九）

（１）设全国烟酒事务署。

（２）谢米诺夫在乌金斯克勾结布里雅特及蒙古部分王公会议独立，日军官列席。

１﹐１１（一二，一０）

（１）广州国会开两院联席会议，议决军政府改名为【护法政府】。

（２）北京内阁改组，国务总理钱能训兼内务总长，陆征祥为外交总长，龚心湛为财政总长

（新任），靳云鹏为陆军总长（新任），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朱深为司法总长，傅增湘为教育

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

（３）北京特任荫昌为侍从武官长，张怀芝为参谋总长，吕调元为安徽省长。

（４）福建省政府与中华汇业银行订立实业借款二百万日元。

１﹐１２（一二，一一）孙中山誓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此誓似为就中国国民党总理时

所立）。

１﹐１４（一二，一三）孙中山复蔡元培函，商编民国史前编事。

１﹐１５（一二，一四）

（１）美、日协定，由美、日、英、法、中、俄、义共同监管西伯利亚及中东铁路，美工程

师司梯温斯负责技术。

（２）海军部与日本三菱会社订购军械合同，价值一百十七万日元。

１﹐１６（一二，一五）

（１）特任财政总长龚心湛兼币制局督办。

（２）护法政府公布南北和平会条例。

１﹐１７（一二，一六）

（１）上海销毁存土开始，派张一鹏监视。

（２）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开会。

１﹐１８（一二，一七）

（１）巴黎和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协约国二十七国代表组成）。

（２）护法政府政务会议决定提出南北和平会议条件。

１﹐２０（一二，一九）

（１）国务院战后经济调查会开会。

（２）北京大学无政府主义派学生黄凌霜、区声白、华林、李震瀛等之【进化】月刊出版（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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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

１﹐２１（一二，二０）特委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充参与赴欧和会全

权委员（王系广州军政府所派，由北京政府任命。陆于１﹐１１到巴黎，过日本时遗失秘密

文件箱）。

１﹐２２（一二，二一）藏番侵扰川边。

１﹐２３（一二，二二）外交部照会公使团领袖英使，要求交还上海会审公廨。

１﹐２４（一二，二三）国务院函陈毅，政府对蒙政策，在求经营实事，不务取消自治虚名。

１﹐２５（一二，二四）

（１）颁布遣送敌国（德奥）人民事务局条例。

（２）南方议和代表团到上海。

（３）北京大学月刊发刊。

１﹐２７（一二，二六）

（１）巴黎和会最高会议（即美、英、法、义、日所组成之十人会议）讨论山东问题，中国

代表顾维钧、王正廷被邀列席，日代表牧野伸显要求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顾声请此

问题须先由中国陈述理由，再行讨论。

（２）外交部通知美日公使，同意监管西伯利亚及中东铁路条件。

（３）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及中国国货维持会函全国商会联合会，商共同促成世界

永久和平。

（４）陕西靖国军董威（振五）、邓瑜（宝珊）

、杨虎（虎臣）为许兰洲之奉军、刘镇华之镇嵩军败于武功，董威死之。

１﹐２８（一二，二七）

（１）顾维钧在巴黎和会最高会议中陈述中国应直接收回山东权利之理由，并表示愿将中日

密约提出。

（２）武昌首义元勋蔡济民在湖北利川为川军旅长方化南所杀（

去年春，蔡举兵利川，别有唐克明军驻恩施，均鄂军，与川军不相能）。

１﹐３０（一二，二九）

（１）北京令撤销援粤总司令。

（２）南方代表唐绍仪向北方代表朱启钤质问陕西停战问题。

（３）莫斯科【侨俄华工会】决派共产党人宣传员来华。

１﹐３１（一二，三０）陆军总长靳云鹏向财政总长龚心湛索军费，发生冲突。

２﹐１（一，一）【新教育】月刊在上海出版，蒋梦麟、黄炎培、陶知行等主之。

２﹐２（一，二）日使小幡见外交次长陈箓，谓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发言反对日人，全失友

谊，要求电令其不得宣布中日密约，并改变态度，凡所主张，非经日本同意不得提出和会，

否则日将取消去年九月参战借款合同，索还已付之三百万。并以将取相当行动为恫吓。（是

为【小幡事件】）

２﹐４（一，四）外交部分电新疆、吉林督军、省长杨增新、孟恩远、郭宗熙，严查由俄回

国华工有无煽乱情事。

２﹐５（一，五）

（１）日本声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议须待中日批准欧洲和约，并协约国撤退西伯利亚军队

后方为终了（２﹐８日代表东乙彦与徐树铮签订协议）。

（２）上海洋货商业公会、出口公会等团体电北京政府，请拒２﹐２日使要挟（２﹐７江苏

省教育会亦有相同表示）。

２﹐６（一，六）李纯电南北政府，提议福建、陕西及鄂西实行停战，陕鄂军停止前进及增

援，南北代表派员监视，划分防区等五条（广州军政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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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一，七）孙中山宣言，南北议和必须以恢复国会职权为先决条件。

２﹐８（一，八）

（１）北京中外人士组织【中华万国禁烟会】。

（２）朝鲜留日学生发表独立宣言。

２﹐９（一，九）

（１）徐世昌向南方代表唐绍仪辩白陕西问题。

（２）北京高等师范学生组织【工学会】（一面求学，一面做工）。

（３）上海寰球学生及中华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分电顾维钧、王正廷，勖勉坚持到底。

２﹐１０（一，一０）外交部再照会公使团，请克日交还上海会审公廨（公使团仍以推广租

界为条件）

。

２﹐１１（一，一一）

（１）北京新国会闭会。

（２）梁启超、蒋方震、张嘉森、丁文江等自上海抵伦敦。

（３）梁启超、汪大燮、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梁士诒、林长民等组织【国际联盟同志

会】，梁为理事长。

（４）李盛铎、王揖唐等发起【国际联盟协会】

。

２﹐１２（一，一二）

（１）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发表中日各项密约（八日和会议决禁止秘密外交，并将已成密约

一概宣布。

唯此次中国所发表者，仅为日人所同意之一部分）。

（２）协约国公使会议，英、美、法公使以段祺瑞继续募兵，反对再以借款付予北京政府。

（３）日、英、法、美、义协定共管中东铁路。

（４）上海南北和平会议规则签定。

（５）特任沈铭昌为山东省长。

２﹐１３（一，一三）

（１）唐绍仪电徐世昌要求立即遵行２﹐６李纯所提停战办法五条，禁止自日本输入军火。

（２）北京政府以李纯所拟南北停战办法五条电知陕西当局督军陈树藩。

（３）陕西省长刘镇华之镇嵩军攻占 厔，靖国军副总司令张钫第二路司令樊锺秀走郿县。

（４）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山东问题说帖，要求德国在山东权利直接交还中国。

（５）日本代表在和会提出民族平等要求，中国代表赞同，英代表反对。

（６）法国飞行团抵北京。

２﹐１５（一，一五）中国代表向巴黎和会提出山东问题及废除１９１５﹐５﹐２５中日新

约节略。

２﹐１６（一，一六）

（１）张謇、熊希龄等发起【国民外交协会】。

（２）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自南京到上海。

２﹐１７（一，一七）日、美公使通告，将西伯利亚铁路归中、日、美、英、法、义、俄七

国监管，中东铁路亦包含在内（２﹐１８国务会议同意）。

２﹐１８（一，一八）

（１）交通部反对外交委员会所拟之统一铁路案（梁士诒、曹汝霖等反对最烈）。

（２）令严禁种烟。

（３）梁启超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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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孙中山函勉于右任，拟于上海南北和议中谋解其危。

（５）陕西省长刘镇华部镇嵩军续向靖国军张钫、樊锺秀进攻，占领郿县，张等走凤翔（后

樊与郭坚投降奉军许兰洲）。

２﹐１９（一，一九）白俄谢米诺夫受日本嗾使在大乌里召开会议，阴谋蒙古独立。

２﹐２０（一，二０）

（１）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开幕。

（２）梧州兵与英领事冲突（即解决）。

（３）派刘镜人为协约国监管俄路政委员会代表，詹天佑为监管会技术部代表。

２﹐２１（一，二一）

（１）藏番陷里塘，俘川军统领彭日升。

（２）上海南北和会第一次正式会议，南方代表要求陕西停战，撤换陈树藩，停募参战军。

２﹐２２（一，二二）公布民国八年七厘公债，总额五千六百万元。

２﹐２３（一，二三）

（１）巴黎和会最高会议通过合德国殖民地与租借地为一题（时威尔逊回美）。

（２）欧洲战地归国华工代表陈国梁等请严禁米粮出口。

２﹐２４（一，二四）

（１）改甘州护军使、凉州镇总兵为镇守使，以马麟、马廷勷分任之。

（２）日本允停止付予北京政府参战借款（唐绍仪曾直接向日政府要求）。

２﹐２５（一，二五）驻京各国公使抗议京汉路运货积滞。

２﹐２６（一，二六）上海南北和议，唐绍仪以陕西战事未停，坚持撤督军陈树藩职，否则

和议不能进行（２﹐２７钱能训电朱启钤为陕战辩护）。

２﹐２７（一，二七）唐绍仪电徐世昌指责督办参战处及参战军，要求停止参战借款，取消

中日军事协议（２﹐２８钱能训覆电申辩）。

２﹐２８（一，二八）

（１）上海南北和会，南方代表坚持先决陕西停战，取消参战军，宣布中日军事协议问题，

再续议其它，限四十八小时内圆满答复，并向外交团发表声明。

（２）进入唐努乌梁海之军队（陈毅所派）为俄人所败。

３﹐１（一，二九）

（１）日使小幡通告外交部，停止应行缴付中国政府之军械，至南北和议终了时为止，并希

望暂勿提用参战借款。

（２）唐绍仪电请英、法、美、日、义公使劝告北京政府实行陕西停战，撤换该省督军。

（３）日本发布中日海军共同防敌终了时期声明。

（４）北京国会第二次常会开幕。

（５）令禁止武官枪毙人犯。

（６）汉城韩人发布独立宣言，日本军警武力压迫。

（７）唐绍仪电责徐世昌（为２﹐２８钱能训电）。

（８）少年中国学会发行会务报告。

３﹐２（二，一）

（１）南方代表因北京对陕西停战无圆满答复且继续招募国防军，宣言停止和议，并通知外

交团。

（２）白俄谢米诺夫在上乌丁斯克召集蒙古及布里雅特人会议，会谋蒙古独立（２﹐１２谢

氏曾在大乌里与内蒙各王会议）。

３﹐３（二，二）

（１）北京政府令陕西停战，派张瑞玑前往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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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使小幡覆英使朱尔典，日本不拟劝告中国政府解散参战军。

３﹐４（二，三）

（１）英使朱尔典谒徐世昌，询南北和议进行情形。

（２）英人庄士敦任前清帝溥仪师傅。

３﹐５（二，四）

（１）七国西伯利亚及中东铁路监管委员会在海参崴开会（技术部亦于是日开会）。

（２）法使柏卜谒徐世昌，劝南北和平早成。

（３）陕西陈树藩军猛攻干县、三原、富平、泾阳之靖国军。

（４）国务院通电宣布陕西停战，及参战军事协议问题。

（５）广州护法政府设大理院，以赵士北为院长。

３﹐６（二，五）

（１）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于莫斯科。

（２）朱启钤照会唐绍仪，陕西已停战，请续开和议。

（３）内阁总理钱能训二次召集汪大燮、林长民（赞成派）、梁士诒、曹汝霖（反对派）等

商铁路统一案（２﹐１８曾集议一次）。

（４）吴佩孚电唐绍仪，盼共谋良策，破除障碍，以维和局。

３﹐７（二，六）

（１）英、美、法、义四国公使（朱尔典、芮恩施、柏卜、华雷）向外交部提出缓提参战借

款说帖，并要求参战军不用作内战之保证。

（２）上海人力车夫二万余人罢工。

（３）阿尔泰兵变，办事长官张庆桐被拘。

３﹐８（二，七）国务院通令各省收束军队。

３﹐９（二，八）唐绍仪驳国务院３﹐５（６）

通电。

３﹐１０（二，九）

（１）中国与美、英、日、义协议中东路由中国负责保护，哈尔滨、满洲里由美、日警备。

（２）奉军许兰洲攻占陕西岐山。

（３）熊希龄为南北和议事，电诘钱能训。

３﹐１１（二，一０）

（１）奉天本溪湖煤矿失火，工人三百余人遇难。

（２）英、美、法、义、日五国公使会商参战军问题，日使小幡声称不干涉中国内政，参战

借款纯为商业交易。

（３）天津美日兵警冲突。

（４）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电南北议和代表唐绍仪、朱启钤，责北京政府破坏停战令，

请严阻军火进入陕境。

３﹐１３（二，一二）新任墨西哥驻华公使罗美路呈递国书。

３﹐１４（二，一三）

（１）实授张树元为山东督军。

（２）外交部覆英、美、法、义四使，望勿干涉内政，对缓提参战借款，允审慎考虑。

（３）外交部公布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议文件（明日日使致函外交部请将其余各款暂缓发表，

寻又允发表）。

３﹐１５（二，一四）

（１）北京建筑【公理战胜】纪念碑于中央公园。

（２）南方代表唐绍仪发表二次宣言，指责北京政府无议和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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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谢米诺夫又在大乌里召开会议，阴谋图蒙。

（４）吉林龙井村朝鲜人独立示威运动，军警开枪，伤毙数十人。

３﹐１６（二，一五）曹汝霖许日人筑天（天宝山）图（图们江）路，由吉林绅商与日合组

天图铁路公司。

３﹐１７（二，一六）

（１）俄兵侵扰唐努乌梁海。

（２）甘肃增设宁定县。

（３）苏州成衣匠千余罢工，反对收照税及取铺保（本月二十七日解决）。

（４）唐绍仪函朱启钤，责陕西境内北军继续进攻。

（５）美公使芮恩施函复孙中山，愿将实业计划介绍世界（是日孙中山致书美国商务总长刘

飞尔，赠送实业计划，５﹐１２刘氏函覆赞成）。

３﹐１８（二，一七）

（１）上海中日合办之兴发荣铁厂日人殴伤工人，罢工。

（２）外交部公布中美七厘金币借款合同。

（３）蔡元培答林琴南（纾）书，说明对大学主张，并论新旧思想（林致蔡书，指责北京大

学）。

（４）上海商业五十三团体联合会代表虞和德等促南北代表于七日内续开和议。

（５）日本外务省命小幡酉吉调查美国军火输入中国事。

３﹐１９（二，一八）

（１）布里雅特派人到库伦，准备派兵入蒙。

（２）英使朱尔典向外交部表示，参战借款有关国际事项，不属内政。

３﹐２０（二，一九）

（１）英使朱尔典抗议温杭路订借美款交涉。

（２）华法教育会主办之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九十五人自上海启程赴法国，由高鲁率领（５

﹐１０到巴黎）。

（３）外交部公布日币一千万元垫款合同。

（４）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等议稽查由俄回国华工办法。

３﹐２１（二，二０）

（１）外交部公布日币一千万元第二次垫款合同。

（２）外交部电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查禁俄过激党开会（据外交团密告，过激党将于明日在上

海开会）。

３﹐２２（二，二一）外交部公布日币一千万元第三次垫款合同。

３﹐２３（二，二二）北京大学学生廖书仓、邓康（仲夏）、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易

克嶷等之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３﹐７发起，至１９２３﹐１仍活动）。

３﹐２４（二，二三）外交部公布美商裕中公司铁路借款合同。

３﹐２５（二，二四）

（１）上海商业公团五十三团体议决对各友邦宣言，要求国内和平。

（２）英美法日四使质问盐务余款担保八年公债。

３﹐２６（二，二五）代理外交总长陈箓与俄使库达摄夫商议取缔过激党在京津活动办法。

３﹐２７（二，二六）

（１）大理院判处洪述祖死刑（原处无期徒刑，４﹐５在上海执行）。

（２）外交部公布民七证券改借契约。

３﹐２８（二，二七）

（１）北京所派之张瑞玑到陕西，迭与奉军许兰洲、靖国军于右任等接洽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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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上海总商会致电巴黎和会，请将胶澳直接归还中国。

３﹐２９（二，二八）

（１）外交部公布马可尼无线电机借款合同。

（２）英美法公使请继承德人在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中之权利。

（３）英使请申陕西烟禁。

（４）特任何佩瑢署湖北省长。

（５）徐世昌明令劝告南北和议续开。

３﹐３０（二，二九）

（１）陕西战事停止。

（２）莫斯科当局请求广州政府合作。

（３）大陆银行成立。

４﹐１（三，一）

（１）盐务署与日本驻济南领事订立山东铁路运盐及取缔协定。

（２）北京国务院命于沿边屯兵援护外蒙，并预防日本、谢米诺夫对蒙阴谋。

（３）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吴佩孚联名电请重开南北和议。

（４）上海护军使署与公共租界巡捕房商定会查俄人办法，严防过激党混入华界租界。

４﹐２（三，二）

（１）北京设立航空事宜筹备处。

（２）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电请梁启超勿干涉和议，速离巴黎，以远嫌疑。

（３）上海总商会电美总统威尔逊请将胶澳直接归还中国。

４﹐３（三，三）北京大学学生【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讲演（

是日讲题有【如何求幸福】、【勤劳与知识】等）。

少将为军事代表前往鄂穆斯克。 ４﹐４（三，四）参战督办段祺瑞派张斯

４﹐５（三，五）

（１）新任荷使欧登科呈递国书。

（２）上海总商会电山东督军抄送致参众两院，关于胶澳问题致美总统电，请交省议会总商

会查阅参考。

４﹐６（三，六）

（１）陈树藩围攻陕西干城之靖国军（６﹐５城破）。

（２）张瑞玑电上海南北代表，陕战已停。

４﹐７（三，七）

（１）上海南北和议开和议停顿后之第一次谈话会，南方要求撤湖南督军张敬尧。

（２）陆荣廷之代表到北京（索款一百十五万元，唐继尧亦派人来京，朱启钤、吴鼎新对唐

绍仪亦以金钱为饵）。

４﹐８（三，八）

（１）美国公使芮恩施正式向日、英、法、义公使建议禁运军火入华（４﹐１１；４﹐１５

日英均同意）。

（２）国民外交协会张謇、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致书巴黎梁启超，请

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事。

４﹐９（三，九）

（１）南北和会续开，争辩恢复国会问题。

（２）外交部公布参战借款合同。

（３）外交部公布中日铁路借款换文及预备合同、济顺高徐铁路借款预备合同。

（４）南方将领林葆怿、莫荣新通电，主军人不干政治。



- 216 -

４﹐１０（三，一０）

（１）外交部公布满洲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

（２）英、日、美、法、义五国公使商在中国统一政府成立前，禁止军火材料输入中国事。

４﹐１１（三，一一）

（１）福州兵变。

（２）全国和平联合会在上海讨论山东问题，力争收回青岛（翌日分电巴黎和会、顾维钧、

王正廷、北京政府及各省团体）。

（３）召驻日公使章宗祥由日本回国（传将任外交总长）。

４﹐１２（三，一二）

（１）外交部公布中华汇业银行电报借款合同。

（２）日本外务省发表有关蒙古独立运动谈话。

（３）梁士诒之中华银公司成立。

４﹐１４（三，一四）外交部公布无线电台借款合同。

４﹐１５（三，一五）

（１）外蒙古官府照会陈毅请解散俄旧党谢米诺夫所招之华蒙匪兵。

（２）安庆兵变。

（３）全国报界联合会成立于上海，民国日报叶楚伧任主席。

４﹐１６（三，一六）

（１）外交部公布吉黑金矿森林借款合同。

（２）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次序。

（３）巴黎和会五大国（英、美、日、法、义）

会议，美代表兰辛提出共管德国在华之租借地、铁路、矿产。

（４）朱启钤电钱能训，主依唐绍仪之议，将国会问题交国民公决，或由各省议会解决（军

事问题合组军事委员会解决）。

４﹐１７（三，一七）

（１）上海三新纱厂八千余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本月二十日解决）。

（２）督办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提出西北筹边条陈。

（３）李提摩太卒于伦敦，年七十四岁（１８４５至１９１９）。

（４）新国会议员通电，反对南北和议讨论国会问题（４﹐２１钱能训函复，谓和会对此问

题不能不论）。

４﹐１８（三，一八）

（１）钱能训通知朱启钤（由吴鼎昌转达），主由新旧国会共同完成宪法及国会议员选举法。

（２）北京众议院为国会问题，质询钱能训，发生争执。

４﹐２０（三，二０）山东人民因青岛及路矿交涉，开国民请愿大会。

４﹐２１（三，二一）

（１）美总统威尔逊与日代表牧野伸显谈山东问题，提出折衷办法，未协。

（２）南北和会争执国会问题（南方主恢复旧国会，北方反对。李纯主由旧国会完成宪法，

追认徐世昌为总统，新旧国会均解散，另行选举，但为安福系所反对）。

（３）交通部分电中东、吉长、京奉、京绥、京汉、津浦、沪宁各铁路防阻俄过激党乘车。

４﹐２２（三，二二）巴黎和会最高会议讨论山东问题，美总统主各国放弃在华特权。

４﹐２３（三，二三）

（１）法舰在广东越界拘捕商船。

（２）广州军政府总裁请美领事即电威尔逊及路德乔治取消二十一条要求及中日密约。

（３）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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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三，二四）

（１）义代表退出巴黎和会。

（２）中国代表向巴黎和会提出鲁案解决办法四条。

（３）梁启超自巴黎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闻青岛将直接交日本，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万勿

签字于对德和约。

（４）詹天佑卒于汉口，年五十九岁。

４﹐２５（三，二五）全国报界联合会发布对外宣言。

４﹐２６（三，二六）

（１）外交部复英、美、法三使，准继承德人在川粤汉路借款中之权利。

（２）日代表在和会声言如德国在山东权利不让与日本，日即退出和会。

（３）北京外交团会议，决定在中国统一政府成立前，禁止军火输入中国（义、比、荷、丹

未参加）。

（４）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开业。

４﹐２７（三，二七）北京政府令厘订无约国人民管理条例。

４﹐２８（三，二八）日代表向和会提出鲁案解决办法六条，允撤退在山东军队。

４﹐２９（三，二九）

（１）英使严重质问陕西烟禁。

（２）驻日公使章宗祥离东京回国，中国留学生群集车站示威，高呼【打倒卖国贼章宗祥】。

（３）日本内阁决定禁止以军火供给中国。

４﹐３０（四，一）

（１）巴黎英、美、法会议，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

（２）驻日公使章宗祥到北京。

（３）钱能训电朱启钤，反对旧国会制定宪法，只可改定国会组织法。

４﹐毛泽东离北京返长沙。

５﹐１（四，二）

（１）美国哲学家杜威来中国讲学，本日抵上海，胡适等迎之。

（２）英代表巴尔福以三国会议所定解决鲁案办法通知中国代表。

（３）国民外交协会电陆征祥等，如和约许日本以山东权利，请全力抗拒。另以此意电美、

英、法、义四国。

（４）【新青年】杂志，马克斯专号出版。

５﹐２（四，三）

（１）因俄旧党谢米诺夫扰边，参战处密电奉天张作霖、黑龙江鲍贵卿派兵赴满蒙边境镇摄。

（２）北京晨报刊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之【外交问题警告国人】（中有【胶州亡矣，

山东亡矣，国不国矣！】语）。

（３）北京大学学生集议，决提前举行反日爱国示威游行。

５﹐３（四，四）

（１）英美法日四使再抗议盐务余款担保八年公债。

（２）日本要求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将中东铁路护路军归日司令指挥。

（３）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全体职员（熊希龄、王宠惠、庄蕴宽、林长民等）会议议决，如在

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并定于５﹐７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

（４）北京学生代表为反对巴黎和会允许日本继承德在山东权利，在北京大学开会，决于明

日举行示威运动。

（５）山东众议员谢鸿涛、沙明远等提案请将卖国之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

驻日公使章宗祥褫职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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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四，五）

（１）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三千余人举行示威运动（以被阻未得入使馆区），捣毁交通总

长曹汝霖赵家楼住宅，殴伤驻日公使章宗祥，房屋起火，学生被军警捕去者三十二人（是谓

【五四运动】，学生郭钦光被殴，寻卒）。

（２）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向英、美、法抗议日本继承在山东权利。

５﹐５（四，六）

（１）外交团领袖公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英、美、法、日、俄、巴（巴西）、西、葡、义、

荷、比、丹等十二国已获协议，严禁军火及制造军火材料运入中国，俟中国建立统一之政府

时为止（因日义二国保留条件，实际无效）。

（２）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各校学生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

宗祥，拒签巴黎和约，放弃高徐、济顺铁路条约。

（３）古巴第一任驻华公使何锡巴纳呈递国书。

（４）北京阁议拟解散北京大学，教育总长傅增湘力持不可，并请辞职。

（５）延吉韩人焚日本总领事馆。

（６）外交部抗议日本在延吉派警保侨。

（７）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呈请辞职。

（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向政府交涉释放被捕学生。

（９）北京大学学生会成立，段锡朋、方豪为主席。

５﹐６（四，七）

（１）协约国大会（第六次会议）宣读对德和约草案，中国代表声请保留。

（２）上海杨树浦第二纱厂女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３）抗议驻奉日本总领事兼任关东厅外务长。

（４）徐世昌令，如学生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者，即逮捕惩办。

（５）南北和议代表唐绍仪、朱启钤电巴黎中国代表，如和会不容纳中国主张，退还青岛，

即不签字和约，另分电北京政府，请速释被捕学生。

（６）上海南洋公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等三十余校学生电请北京政府速释被捕学生。

天津学生有相同要求。

（７）上海报界公会电请北京政府勿漠视舆论，望立释学生。

（８）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中华学界联合会、江苏省教育会、留日学生救国团等纷电北京

政府，严惩曹汝霖等，释放被捕学生，并电巴黎中国专使，坚持山东权利，万勿签字和约。

（９）北京商会议决对日断绝工商关系，惩办卖国官员。

（１０）康有为通电，此次学生举动为稀有盛举，请即释放被捕学生，诛卖国贼曹汝霖、章

宗祥。

（１１）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向北京警察厅总监呈请保释被捕学生。

５﹐７（四，八）

（１）各省国民大会，反对将青岛让与日本，上海方面并游行示威（北京国民大会以军警干

涉，开会未成）。

（２）东京留日学生为纪念【五七】国耻，聚众向各国公使要求将青岛由德国直接交还中国

（原要求中国代理公使庄景珂在使馆内开会不果），日警干涉，三十余人受伤，十四人被捕

（一说三十九人，后均保释）

。

（３）上海举行国民大会，要求惩办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释放被捕

学生，收回青岛，废除一切有损国权条约（黄炎培主席）。

（４）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释放本月四日在北京被捕之学生，各校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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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天津临时学生会成立。

５﹐８（四，九）

（１）上海国民大会电巴黎和会陆征祥等代表、各省议会、南北和会代表，拒签和约，取消

民四以来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

（２）上海三十一校学生代表决组织学生联合会。

（３）上海恒丰纱厂宣布与日本断绝工商关系。

（４）俄军扣留黑河华商轮船交涉起。

（５）徐世昌令整饬学风，命将滋事学生送法庭依法办理（不满昨日吴炳湘措置）。

５﹐９（四，一０）

（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愤政府压迫学生，辞职赴津。

（２）上海商界停业一天，纪念５﹐９国耻，学生亦停课演讲。

（３）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沈联芳）电请政府另派驻日公使，径与日廷磋商交还青岛

手续。

（４）广州国会通电各省，要求北京即释被逮学生，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它学校学生举行国耻纪念会，并成立学生联合会。

５﹐１０（四，一一）

（１）上海南北和议，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恢复旧国会，由和会组织政务会议，监督议和

条件之履行，同意内阁之组织，裁废参战军、国防军，撤换不洽民情之督军省长，不承认欧

洲和会所定解决山东问题办法，宣布一切中日密约无效，并严惩关系人，承认徐世昌为临时

总统，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为止。其它议定及付审等案分别整理，共八条，北方代表拒绝。

（２）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会长虞和德）电政府否认５﹐９总商会电。

（３）上海学生宣传抵制日货，并开始检查。

（４）北京检察厅传讯学生。

５﹐１１（四，一二）

（１）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何葆仁为会长）。

（２）上海发起救国十人团。

（３）勤工俭学生九十五人抵法国（按此为第一批，三月曾到三人，此后陆续来者颇多，约

五百人，九年来者一千二百余人）。

５﹐１２（四，一三）

（１）美、英、法、日银行代表在巴黎议决组织对华借款新银行团，日本要求满蒙除外，美

国反对。

（２）上海总商会以各方诘责，特电政府声明取消５﹐９电（各方仍有责难，会长朱葆三、

沈联芳辞职）。

（３）内阁总理钱能训呈辞。

（４）上海学生联合会电教育部，反对撤换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５）徐树铮电朱启钤，反对以取消新国会作为承认徐世昌总统之条件。

（６）杜威访孙中山于上海，胡适、蒋梦麟偕往。

５﹐１３（四，一四）

（１）南方和议代表全体辞职（５﹐１４北方代表亦辞）。

（２）国务院电述欧洲和会中青岛问题近状，对和约暂缓签字。

（３）北京各专门学校校长辞职。

５﹐１４（四，一五）

（１）徐世昌邀段祺瑞及阁员等会议，即下令禁学生干政，并令军警禁止公众集会（徐拟挽

留蔡元培，以息学潮，段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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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巴黎和会通知中国代表，撤销列强在华特权问题，不在和会权限以内。

（３）上海学生联合会欢迎京津学生代表团代表方豪、祁大鹏、袁祥和等（５﹐１５国民大

会上海事务所欢迎，５﹐１６报界欢迎）。

（４）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５）武昌学生联合会成立。

（６）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成立。

（７）杨增新派周学务平定阿尔泰之乱。

５﹐１５（四，一六）

（１）教育总长傅增湘免职，以次长袁希涛暂代。

（２）北京政府准北方代表辞职。

（３）上海厚生纱厂工人全体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４）上海日本总领事有吉向日本外务省报告上海反日运动，主采取不感痛痒之暂时旁观态

度。

（５）布里雅特人拟派兵入蒙。

５﹐１６（四，一七）

（１）上海花纱、颜料、煤炭、面业、糖业商人议决抵制日货。

（２）督办参战事务处函国务院，反对各国禁运军火来华。

５﹐１７（四，一八）芜湖日本商店被抢。

５﹐１９（四，二０）

（１）北京各校学生以政府对巴黎和约无决心不签字表示，曹、陆、章未去，且禁止学生爱

国举动，对日本拘捕我国留日学生置诸不理，二次罢课。

（２）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布告禁止抵制日货。

（３）武昌学生游行示威。

５﹐２０（四，二一）

（１）【孙文学说】出版。

（２）英使朱尔典要求中国同意中东铁路护路军归日本指挥。

（３）日使小幡酉吉照会外交部，指５﹐２林长民鼓煽排日，要求取缔。

５﹐２１（四，二二）

（１）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声明，青岛及山东主权均将交还中国，但中国须诚实遵行中日

所缔结之一切协议（一作５﹐１７。８﹐２再度声明）。

（２）上海学生联合会决定５﹐２６总罢课，要求取消照准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之命令，维

持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地位及大学尊严。

（３）日使小幡酉吉向外交部质问对日外交问题之言论（指５﹐２林长民文）。

（４）张謇电徐世昌，请勿签巴黎和约。

（５）上海永元机器染厂抵制日货，实行停工。

（６）英使向外交部提议西藏问题。

（７）北京任王怀庆署步兵统领（原任李长泰以学潮去职）。

５﹐２２（四，二三）

（１）北方和议总代表朱启钤离上海。

（２）上海洋布业、纸业议决抵制日货。

（３）日本公使抗议抵制日货。

５﹐２３（四，二四）

（１）各国公使请中国停铸铜币。

（２）天津山东学生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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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北京警察厅查封学生联合会【五七】日刊，拘留学生陈宝锷、王世鼐。

５﹐２４（四，二五）

（１）交通部与英商马可尼公司订立借款合同，组织中国无线电报公司，资本金七十万镑，

中英各半（第三次）。

（２）北京益世报被查封。

（３）段祺瑞通电各省督军省长主签字和约，否则国际联盟不能加入，所得有利条件，一切

放弃。

５﹐２５（四，二六）

（１）徐世昌严令制止集众游行讲演，散布传单，其不服者，即依法逮办。

（２）北京大学举行商界学界恳亲会，被军警解散。

（３）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主之。

（４）上海转运公所公决自６﹐２起，不装载日货，码头工人亦拒为日船卸运货物。

（５）谭浩明、吴佩孚等电请南北再开和议。

５﹐２６（四，二七）

（１）中国代表向巴黎和会主席要求将山东问题之中国保留案注入和约。

（２）北京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劝广州军政府撤回唐绍仪所提八条，重开和议。

（３）陇秦豫海铁路督办与比国公司代表订立二千万佛郎借款合同。

（４）罗家伦于每周评论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五四】名词初见）。

（５）上海学生二万人实行罢课。

５﹐２７（四，二八）

（１）上海工界代表筹议组织中华工会，欧洲归国华工代表陈国梁为主席。

（２）上海法领事取缔抵制日货。

５﹐２８（四，二九）

（１）俄军放还扣留黑龙江之华轮。

（２）英美法义日五国公使为南北和议事商定提交中国政府说帖。

（３）上海学生联合会议决组织全国学生总联合会，并召开商学两界联合会。

（４）孙中山发表宣言，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

（５）上海日本总领事有吉报告外务省，对反日运动应隐忍自重，以待时机之到来。

５﹐２９（五，一）

（１）南京安徽等地学生罢课。

（２）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电北京、广州政府，主南北和会重开，互相让步（梁

士诒策动）。

５﹐３０（五，二）

（１）外交部复英使，对西藏境界提出让步条件。

（２）安徽督军倪嗣冲下令解散罢课各学校。

５﹐３１（五，三）

（１）日本承认俄国旧党阔尔察克之鄂穆斯克政府（中国已派范其光为驻鄂总领事）。

（２）上海学生数万人举行追悼郭钦光大会（郭于５﹐４在北京被殴呕血殉国）。

６﹐１（五，四）

（１）徐世昌宣布青岛问题真相，并令各校学生即日上课。查禁联合会义勇队等项名目，犯

者即予革惩。教育部亦通令各校严行管理学生。

（２）上海日本总领事有吉函请上海交涉员杨晟，约束反日运动。

（３）上海学生代表要求商界罢市。各地学生代表在上海议决组织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

（４）阿尔泰地方归并新疆省，裁撤办事长官，改设阿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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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武昌军警殴打游行学生，陈开泰等八人重伤致死。

（６）陆征祥报告中英公司在巴黎提出统一中国铁路借款说帖。

６﹐２（五，五）

（１）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等七人在市区讲演被捕。

（２）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段锡朋在上海向各界报告北京情形。

（３）英国颁布对华禁运军火令。

６﹐３（五，六）

（１）上海及京津学生代表再劝商界罢市，一致行动。

（２）北京军警拘捕讲演学生约四百（一说一百七十八人），并包围北京大学（被捕学生被

拘于北京大学法科）。

（３）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

６﹐４（五，七）

（１）北京军警继续拘捕学生七百余人。

（２）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电美总统英法首相及国会，请主张人道公义，勿使日本肆其野心。

（３）上海学生联合会为６﹐３北京大捕学生，呼吁各界急起援救。

（４）上海学生挨户劝商界罢市。

６﹐５（五，八）

（１）北京任傅岳棻署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原任次长袁希涛辞职）。

（２）公布邮政储金章程。

（３）上海商人因北京学生被拘，罢市，纱厂（多为日商）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

宗舆、章宗祥，释放学生（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济南、厦门各地继之）。

（４）上海全国和平联合会请严拒日本指挥中东路护路军之要求。

（５）上海商学界举行联合大会。

（６）上海警察殴演讲学生，并拘捕百余人。

（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禁止散发抵制日货传单。

（８）天津学生五千人集会，声援北京学生。

（９）广州军政府电询陆荣廷、陈炳焜等，南北和会应如何继续，让步至何种程度。

（１０）北京学生五千余人自动要求入狱，包围北京大学之军警撤去。

（１１）英、法、日、义、美五使向北京政府提出第二次劝告南北和会重开说帖（由英使朱

尔典面交徐世昌，徐谓和议将重开），广州各领事亦向军政府提出同样说帖。

６﹐６（五，九）

（１）北京学生继续四出演讲。

（２）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为教职员及学生所拒）。

（３）公使团会议，日使小幡谓华民暴动，将酿成庚子之祸。

（４）北京各界代表慰问北京大学被拘学生（６﹐７徐世昌亦派代表慰问）。

（５）上海英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

（６）宁波罢市。

６﹐７（五，一０）

（１）南京军警殴伤学生，罢市。

（２）厦门罢市罢课。

（３）武汉罢课。

（４）上海铁路总机厂罢工。

（５）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宣布戒严。

６﹐８（五，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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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总商会呈请政府罢斥曹汝霖等。

（２）上海国民大会干事部通告继续罢市，推倒北京政府，赶走徐世昌、段祺瑞。

（３）芜湖、苏州、镇江、扬州、无锡、武进、松江罢市。

（４）戴传贤、沈定一（玄庐）、孙棣三主办之【星期评论】在上海出版（１９２０﹐６﹐

６停）。

（５）上海各银行钱庄停止营业。

（６）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工人一万五千人示威游行。

（７）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电请政府力顾大局，准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免职。另布告商

民开市。

６﹐９（五，一二）

（１）美使芮恩施电美国务院，上海情势严重，国际武力威胁并无好处，应劝日本减少在沪

兵力，修改和会有关山东问题之决定。

（２）吴佩孚通电反对逮捕学生，主召开国民大会，力争收回青岛。

（３）库伦都护陈毅以谢米诺夫图蒙益急，再电北京即日派兵进驻乌得。

（４）上海学生联合会以受工部局压迫，自公共租界迁法租界。

（５）上海自来水厂、钢铁机器业、英美烟工厂工人及汽车司机、轮船水手罢工。

（６）杭州罢市。

６﹐１０（五，一三）

（１）北京政府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免职，以交通次长

曾毓隽代理部务（各地先后开市）。

（２）天津、济南、安庆罢市。

（３）天津总商会电请政府惩曹汝霖等，并保护学生。

（４）沪宁、沪杭铁路及上海电话公司工人罢工（６﹐１２复工）。

（５）发行一千万元定期有利国库券。

（６）国务会议通过西北筹边办法。

（７）上海罢工工人游行示威。

（８）安福俱乐部通电反对巴黎和约对于山东问题之处理，声明愿顺从民意。

６﹐１１（五，一四）

（１）徐世昌因对日及南北和议问题困难，向国会辞总统职（两院议长挽留）。

（２）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取缔学生联合会。

（３）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

（４）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北京大世界散发传单，被捕（

拘留八十三日，获释后赴上海）。

６﹐１２（五，一五）

（１）北京内阁全体阁员辞职。

（２）徐世昌通电各省宣布辞职（段祺瑞及各督军挽留）。

（３）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通电续讨段祺瑞徐树铮。

（４）上海商工学界以已获胜利，开市、回工、复课（日本纱厂工人仍不愿回工）。

（５）上海各界游行庆祝胜利，与英法巡捕冲突，多人受伤。

（６）广东督军莫荣新通缉前省长李耀汉，任林虎为肇阳罗镇守使（原任古日光调为高雷镇

守使），节制该地各军，取消肇军总司令部。广东代省长翟汪（李部）辞职，军政府派粤海

道尹张锦芳暂行护理。

（７）日舰四艘自佐世保驶上海。

６﹐１３（五，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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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内阁总理钱能训辞，以龚心湛暂兼代。

（２）特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

（３）任命周学务为阿山道尹。

（４）福州学生因检查日货，被商会会长黄秉荣殴打。

（５）上海商帮协会商讨继续抵制日货办法。

（６）试办邮政储金。

６﹐１５（五，一八）

（１）福州罢市，援助被捕学生。

（２）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之【新湖南】

月刊出版。

（３）布里雅特拟入侵库伦，外蒙政府请愿。

（４）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电斥徐世昌以辞职要挟签字和约。

（５）陈炯明自漳州上书孙中山，准备回军广东（６﹐２９孙复令竭力准备）。

６﹐１６（五，一九）

（１）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是日到北京段锡朋、许德珩、黄日葵、宁波张其盷以及

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安徽、山东、河南、九江、吉林、留日学生代表与来宾黄

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共二百余人，段锡朋为主席）。

（２）特任朱深兼署内务长。

（３）福州学生千余向福建省议会请愿惩办商会会长黄秉荣，被督军李厚基拘捕（６﹐２０

释放）。

６﹐１７（五，二０）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宣布解严。

６﹐１８（五，二一）

（１）特任李思浩为币制局总裁。

（２）教育部派员赴杭州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回京（国务院亦去电敦劝）。

（３）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４）日本银行团代表要求四国银行团对华借款须将南满及东部内蒙古除外。

６﹐１９（五，二二）

（１）八卦会匪攻漳州。

（２）全国学生联合会电北京政府，誓不承认和约签字。

（３）驻防衡州之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通电主拒签巴黎和约。

６﹐２０（五，二三）

（１）山东省议会等七团体代表向总统府请愿：（一）拒签关于山东三条之巴黎和约；（二）

废除高徐济顺铁路草约；（三）严惩卖国奸人。不得要领。

（２）日本军舰三艘到福州示威。

６﹐２１（五，二四）

（１）山东省议会等代表到国务院请愿。

（２）孙中山与戴传贤在上海谈劳工问题。

（３）上海商学界会议，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段锡朋主席，反对签字和约。

６﹐２２（五，二五）

（１）徐世昌取销辞意。

（２）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电北京政府反对签字对德和约（全国各界均纷起反对）。

（３）上海商工学报各界对外宣言，誓不承认和约签字。

（４）广东肇庆兵变（李耀汉部）。

６﹐２３（五，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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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公布管理无约国人民章程。

（２）徐世昌接见山东省议会等代表。

（３）国务院电令出席巴黎代表，对签字事相机办理（政府认签字较有利）。

（４）驻英公使报告，英、美、法、日组织对华新银行团。

６﹐２４（五，二七）

（１）特派徐树铮兼西北边防总司令。

（２）国务院通电说明，主签对德和约理由。

（３）巴黎和会主席拒绝５﹐２６中国代表之保留要求。

（４）上海江苏教育会等十五团体通电主张解散北京新国会（天津、湖南等处应之）。

６﹐２５（五，二八）

（１）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福建督军李厚基订立划界停战协议。

（２）外交部抗议公使团禁运军火入华之约定（７﹐１１公使团覆拒）。

６﹐２６（五，二九）

（１）中亚俄旧党虐杀华工一千余人。

（２）天津各界决推代表赴京请愿，与山东代表一致行动。

（３）上海商民悬白旗，上书【誓不签字】等字样。

（４）日使小幡访外次陈箓，质问是否签字和约。

（５）唐绍仪函朱启钤，否认曾接受北京政府之【炭敬】，并询究竟。

６﹐２７（五，三０）

（１）北京商学界代表向总统府请愿：（一）如不保留山东问题，则不签字于和约；（二）废

除高徐济顺两路草约；（三）立即恢复南北和议（代表五百余人，通宵不去）。

（２）上海商工报界大会，誓死不承认和约签字有效。

（３）唐努乌梁海佐理员严式超击败俄兵，收复唐努乌梁海。

６﹐２８（六，一）

（１）协约国对德和约签字，中国代表因争保留山东案无效，拒绝签字（留法学生工人李玉

麟、王世杰、郑毓秀等四十余人包围陆征祥寓所，阻其前往签字。

按留法学生有【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之组织）。

（２）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电政府，谓和会专断，奉职无状，请予罢

免惩戒。另与胡惟德、汪兆铭、郭秉文、徐谦等电唐绍仪、朱启钤劝南北牺牲，从速解决纠

纷。

（３）徐世昌接见商学界代表，谓已电陆专使，如不能保留山东，即拒绝签字。

（４）曹锟、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电国务院，请勿更动吉林督军。

６﹐２９（六，二）

（１）驻湖南郴州之护法湘军总司令程潜被迫去职（湖南桂军将领马济谓程私通北方之安福

系。按程属国民党，不为桂系及驻永州之湖南督军谭延闿所容，所部归师长赵恒惕统率）。

（２）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派军警制止国民大会。

（３）外蒙总理车林亲王请中国派兵赴援抵制布里雅特人。

（４）上海国民大会通电宣布与卖国政府脱离关系，实时停止纳税。

７﹐１（六，四）

（１）济南日宪兵拘捕齐鲁大学学生王志谦，学生千余人向省长沈铭昌请愿，要求向日领事

严重交涉（经交涉后释放）。

（２）邮政储金开办。

（３）上海国民大会议决不承认对德和约，并游行示威。

７﹐２（六，五）上海法租界巡捕封闭国民大会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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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六，八）

（１）北京新国会因议筹边使官制，安福与己未两系议员冲突。

（２）西北筹边使徐树铮设立边业银行。

７﹐６（六，九）

（１）孟恩远免职，调任鲍贵卿为吉林督军，另以孙烈臣署黑龙江督军（张作霖谋统一东三

省，徐树铮以陆建章之子承武为孟恩远之婿，亦欲去孟，吉林师长高士傧等集兵长春，准备

反抗）。

（２）国务院令各省实力禁止排斥日货。又令查禁提倡公产及无政府主义，暨宣扬俄国革命

之【兵士须知】印刷品。

７﹐７（六，一０）

（１）济南日人捣毁中国商店泰康号。

（２）长沙国货维持会、学生联合会焚烧日货，并进行示威。

７﹐８（六，一一）西北边防军先遣队抵库伦。

７﹐９（六，一二）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７﹐１５成立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筹备会）。

７﹐１０（六，一三）

（１）北京政府布告拒绝对德和约。

（２）山东日人捕二华人刑讯。

（３）外交部电各省查禁侮辱日本国徽及君主肖像。

（４）朱启钤电覆龚心湛，拒再任北方议和总代表。

７﹐１１（六，一四）

（１）广州人民因要求伍廷芳为省长未遂，全城罢市罢工。

（２）梧州学生联合救国团之【救国旬报】出版。

７﹐１２（六，一五）

（１）实授曹锐为直隶省长。

（２）蒋中正辞粤军第二支队司令。

（３）驻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公署在加大地方成立。

７﹐１３（六，一六）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星期日】出版，李劼人、吴虞等主之（共

出五十二期）。

７﹐１４（六，一七）长沙学生会之【湘江评论】（周刊）出版，毛泽东主之（仅刊行五期）。

７﹐１５（六，一八）

（１）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发刊【少年中国】半月刊（１９２４﹐５停刊）。王光祈、曾琦、

李大钊等主之。

（２）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成立。

７﹐１６（六，一九）

（１）广州军政府宣告对德恢复和平。

（２）日本声明不干预中国内战。

７﹐１７（六，二０）

（１）日军拘捕山东青州中学学生马忠怀（７﹐２８释放）。

（２）吉林匪陷伊蓝。

（３）曹锟、张作霖通电，主重开南北和议。

７﹐１８（六，二一）

（１）北京政府公布西北筹边使官制。

（２）赈安徽水灾。

７﹐１９（六，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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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东铁路日军阻止吉林高士傧部在宽城子征发车辆，发生冲突，双方死伤各三十余人

（即宽城子事件）。

（２）外交团拒绝６﹐２５外交部之禁运军火抗议。

７﹐２０（六，二三）

（１）裁撤督办参战事务处，改设督办边防事务处，仍以段祺瑞为督办。

（２）俄红党又侵入唐努乌梁海（白党声称将派兵进剿）。

７﹐２１（六，二四）

（１）保定滹沱河决口。

（２）日本公使为７﹐１９中日军队冲突向外交部抗议。

７﹐２２（六，二五）济南镇守使参战军第二师师长马良逮捕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

会员朱秀林、朱春祥。

７﹐２３（六，二六）

（１）吉林第一师长高士傧因反抗易督及与日军冲突，被免职。

（２）全国学生联合会宣言，终止罢课。

（３）蒋梦麟代理北京大学校务。

７﹐２４（六，二七）新疆增设布尔津河县。

７﹐２５（六，二八）

（１）苏俄政府对华宣言，放弃旧俄在华侵略之权利及庚子赔款，并希望恢复正式邦交（第

一次对华宣言），由代理外长加拉罕署名。

（２）美国劝告日本声明将山东主权交还中国。

（３）以山东学生群众强据省议会，捣毁报馆，令即宣布戒严。

７﹐２６（六，二九）吉林师长高士傧通电自称东北讨贼军总司令（寻为奉军所败）。

７﹐２７（七，一）特任屈映光署山东省长（原任省长沈铭昌为对日问题去职）。

７﹐２９（七，三）

（１）美国在巴黎调停中日山东交涉，日本拒绝。

（２）赈河南南阳一带水灾。

７﹐３０（七，四）

（１）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免职。

（２）英使朱尔典面询代理外长陈箓以西北筹边计划，是否将废弃中俄条约。

（３）美国劝告日本撤回６﹐１８对满蒙保留之要求（８﹐１１英亦劝告）。

７﹐３１（七，五）

（１）派顾维钧为国际保工会委员。

（２）陆征祥电告意大利要求整治天津奥国租界。

８﹐１（七，六）

（１）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告收复乌梁海。

（２）孙中山、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戴传贤主办之【建设】杂志（月刊）在上海发刊。

８﹐２（七，七）

（１）北京国会议决对德恢复和平。

（２）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宣布信守１９１５年五月中日条约换文，愿将胶州湾归还中国。

８﹐３（七，八）

（１）岑春烜代表李曰垓与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商南北统一。

（２）济南学生请愿取消戒严，释放被捕人士，为戒严司令马良拘禁殴打。

８﹐４（七，九）外蒙王公在库伦会议，反对俄旧党谢米诺夫鼓动外蒙独立。

８﹐５（七，一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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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华工会电各省组织工会，发展工业，振兴国货，宽裕工界生计。

（２）济南戒严司令马良枪毙回教爱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

（３）新任吉林督军鲍贵卿接任，孟恩远去职（奉黑两省军队分向吉省前进，反抗易督之师

长高士傧部旅长诚明降服）。

８﹐６（七，一一）

（１）英使朱尔典向外交部提议西藏问题三条：（一）西藏版图以大吉岭会议时所用地图为

根据。（二）西藏之自治权及宗主权以西姆拉会议时所讨论者为根据。（三）西藏之自治权及

军备问题依民族自决主义，由藏民代表会议自行决定。

（２）英使朱尔典借口中东铁路罢工份子有过激党及胡匪混入，责中国疏忽护路及用兵外蒙

古。

８﹐７（七，一二）

（１）孙中山以军政府内武人不顾国法，宣布辞去总裁职。

（２）察哈尔兴和兵变。

８﹐１０（七，一五）赈湖北水灾。

８﹐１１（七，一六）

（１）特任孙烈臣兼黑龙江省长。

（２）广州国会挽留孙中山。

（３）派鲍贵卿督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８﹐１４又命兼护路军总司令）。

（４）美国务卿兰辛在参议院声明，兰辛石井协议中所谓日本特殊利益，并非属于政治性的。

８﹐１２（七，一七）北京政府改派王揖唐为南北和议北方总代表。

８﹐１３（七，一八）英使向外交部提出内藏划界调停办法，德格以西划归西藏。

８﹐１４（七，一九）

（１）特任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兼署浙江督军（８﹐１３杨善德病故，江苏督军李纯保举所部

第六师师长齐燮元继任淞沪护军使，为卢所反对）。

（２）赈陕西水灾。

８﹐１５（七，二０）

（１）中华博物学会在北京成立。

（２）俄旧党谢米诺夫进兵攻外蒙。

（３）都护使陈毅电告，外蒙王公自愿取消自治，宜顺势收回，并速增兵来蒙（昨日王公代

表车林面向陈毅陈述，并商定原则）。

８﹐１６（七，二一）

（１）湖北蒲圻兵变。

（２）美国参议院通过对德和约十大保留案（其一即山东问题）。

８﹐１７（七，二二）

（１）南军将领谭延闿、赵恒惕等反对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

（２）【每周评论】刊出李大钊致胡适书【再论问题与主义】。

８﹐１８（七，二三）

（１）巴黎和会改动对奥和约关于中国之部，我国代表抗议。

（２）广州国会否认王揖唐为北方和议总代表。

（３）外交部函公使团，请照常输入军火原料。

８﹐２０（七，二五）

（１）外交部拟具蒙事说帖，主由外蒙王公呈请取消自治，靳云鹏送呈段祺瑞，段表同意。

（２）吉林第一师改编为混成旅，以诚明为旅长。

８﹐２１（七，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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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鄂穆斯克。 （１）中国军事代表张斯

（２）国务会议通过蒙事说帖，即电陈毅遵行。

（３）外蒙官府复布里雅特代表，拒绝联合组织政府。

８﹐２３（七，二八）

（１）京津鲁各界联合代表以山东无故戒严，司令马良擅自杀人，向总统府请愿解除戒严令，

褫免马良各职，徐世昌拒见，并拘捕代表。

（２）吴佩孚电斥王揖唐，反对其任议和总代表。

（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修正对德和约中之山东条款，要求将德国在山东权利交还

中国。

（４）赈湖南水灾。

８﹐２４（七，二九）

（１）任命张作相署奉天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

（２）【新生活】（周刊）在北京发刊，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李辛白主之。

８﹐２５（闰七，一）福建飓风为灾，死伤多人。

８﹐２６（闰七，二）

（１）京津鲁各界代表再向总统府请愿，徐世昌仍拒见，露宿不散。

（２）北京政府对于中英藏案交涉决暂行停止（英使反对）。

８﹐２７（闰七，三）

（１）梁士诒创新中华银行。

（２）北京天津学生二千余人，援助各界代表向总统府请愿，露宿不去。

（３）日本再度向美英申明，关于对华银行团组织，日须保留其满蒙要求。

８﹐２８（闰七，四）

（１）北京警察武力解散请愿代表及学生，拘捕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马骏（８﹐３０释放）。

晤阔尔察克，诘问俄拒华舰入黑龙江事。 （２）驻鄂穆斯克军事代表张斯

８﹐３０（闰七，六）

（１）北京参众两院闭会。

（２）【每周评论】被封（共出三十七期）。

（３）国史编纂处改归国务院办理。

８﹐３１（闰七，七）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电覆国务总理龚心湛，再斥议和总代表王揖唐，并

痛诋安福系。

９﹐１（闰七，八）

（１）孙中山函覆林森、吴景濂，说明坚辞军政府总裁原因，并劝国会取消军政府。

（２）中华民国学生总会电请政府惩办马良。

９﹐３（闰七，一０）

（１）任命刘镜人为驻日公使。

（２）改京畿警备总司令为京畿卫戍总司令，仍以段芝贵任之。

（３）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俞颂华等之【解放与改造】（

半月刊，后改月刊）在北京发刊。

（４）北京教育部严禁学生集会结社。

９﹐４（闰七，一一）

（１）吴佩孚电龚心湛，痛诋安福系与王揖唐，兼及龚心湛。

（２）广州政府挽留孙中山仍任总裁（孙覆电未允，时孙与段祺瑞之间已有联络）。

（３）孙中山表示如段祺瑞能完全服从主张，当引为同志（段先已派人见孙，孙曾以孙文学

说送徐树铮王揖唐，段阅后复派人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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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闰七，一二）

（１）广州政府响应吴佩孚反对王揖唐为总代表。

（２）龚心湛辞代理国务总理。

（３）吴佩孚为山东问题，电责北京政府。

（４）外交部宣布中英藏案交涉经过。

９﹐６（闰七，一三）

（１）澳门葡人填筑青州海面，中国要求拆卸。

（２）外交部致俄使馆节略，请准华船通过黑龙江。

９﹐７（闰七，一四）

（１）山东督军张树元电斥吴佩孚。

（２）上海各界大会反对补签巴黎和约。

９﹐８（闰七，一五）

（１）公布民国八年公债条例（拟额二万万元，以田赋担保）。

（２）长春中日军队冲突事件，日本提出要求条件八款（１０﹐２０解决）。

（３）俄国鄂穆斯克政府（旧党）远东总司令谢米诺夫至奉天，晤张作霖。

（４）中日订立四洮铁路借款合同。

（５）王揖唐到保定晤曹锟（９﹐１１到沈阳晤张作霖）。

９﹐９（闰七，一六）

（１）赈江苏水灾。

（２）广东兵舰【广元】、【广利】、【阳江】

遭风沉没。

（３）北军将领吴佩孚与南军将领谭延闿、谭浩明等联名通电诋安福系及王揖唐。

（４）安徽督军倪嗣冲应徐树铮邀，到北京。

９﹐１０（闰七，一七）

（１）协约国对奥和约签字（因此条约，中国取得国际联盟会员资格）。

（２）外交部以俄人阻中国江防舰在松花江、黑龙江航行，提出抗议。

（３）特派李家鏊为驻西伯利亚高等委员。

（４）北京代总理龚心湛电广州岑春烜等，为王揖唐疏通。

（５）北京国会开临时会。

９﹐１１（闰七，一八）

（１）意大利添设驻长沙领事。

（２）王揖唐电唐绍仪及军政府，申明谋和诚意。

９﹐１３（闰七，二０）俄旧党远东军总司令谢米诺夫到齐齐哈尔，晤督军孙烈臣。

９﹐１５（闰七，二二）

（１）北京政府布告对德战争状态终止。

（２）晋授前参战督办段祺瑞大勋位。

（３）西北边防军第三旅第七团抵库伦。

９﹐１６（闰七，二三）

（１）俄国鄂穆斯克政府以蒙古铁路抵借日款，我国对俄抗议。

（２）天津学生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之【觉悟】社成立（１９２０﹐１﹐２０刊行【觉

悟】，寻被封）。

电告，俄过激党政府翟趣林宣言废除中俄、俄日间所订有关满蒙秘密条件。 ９﹐１７

（闰七，二四）张斯

９﹐１８（闰七，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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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俄兵入伊犁，我国抗议。

警告鄂穆斯克政府，要求取缔谢米诺夫不法行为。 （２）张斯

（３）北京政府布告对奥战事状态终止。

（４）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到上海。

９﹐１９（闰七，二六）

（１）中俄军队在中东铁路一面坡车站冲突。

（２）曹锟电徐世昌，赞成靳云鹏组阁（９﹐２２张作霖亦赞同）。

９﹐２１（闰七，二八）王揖唐访孙中山，谈南北和议，孙主恢复国会。

９﹐２２（闰七，二九）湖南矿务总局与美商订立合办水口山矿合同（借美金一百二十万元，

作湖南政费）。

９﹐２３（闰七，三０）冯国璋自天津到北京。

９﹐２４（八，一）龚心湛辞职，特任靳云鹏暂代国务总理（交通系亦拥靳）。

９﹐２５（八，二）

（１）我江靖等四舰自海参崴驶抵庙街。

（２）以财政次长李思浩暂兼代部务。

９﹐２６（八，三）

（１）内务部电各省取缔各界联合会（各界联合会主由各省分派代表与南北政府共同解决国

争）。

（２）陈毅电北京，外蒙取消自治条件，大致商讨就绪。

９﹐２９（八，六）日本于宜昌设领事馆。

１０﹐１（八，八）

（１）中英订立第一次飞艇借款，总额一百八十万镑。

（２）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湖北等省请愿团代表三十一人为山东问题向总统府

请愿（一）

山东主权未恢复以前，不得补签德约及与日本直接交涉；（二）取消二十一条、军事协议、

高徐、济顺、满蒙四路条约、胶济路换文，与各种密约；（三）要求外交公开及言论集会出

版之完全自由；（四）解散安福俱乐部；（五）惩办马良、张树元，取消山东戒严令。徐世昌

不予接见，警察拘捕代表。（１１﹐６释放）

１０﹐２（八，九）

（１）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因不满南方军人直接与北方进行和议，及反对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

向军政府辞职。

（２）上海交涉员邀南北议和代表及各国领事茶会，唐绍仪未至。

１０﹐５（八，一二）

（１）军政府挽留唐绍仪。

（２）驻洛阳之西北边防军二千余人向附近居民寻衅，肆行劫掠奸淫。

１０﹐６（八，一三）

（１）谢米诺夫侵扰蒙边恰克图。

（２）江苏督军李纯请撤换北方总代表王揖唐。

１０﹐７（八，一四）热河林西兵变。

１０﹐８（八，一五）

（１）安庆倪嗣冲之安武军强奸蚕桑女校校长。

（２）谢米诺夫部受日本勾煽，自满洲里开抵哈尔滨。

（３）中瑞（瑞士）通好条约互换。

１０﹐９（八，一六）赈浙江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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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０（八，一七）

（１）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太原开会。

（２）【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３）北京学生数千人庆祝国庆，游行，讲演，散布传单，分发馒头七万枚（上有【打倒军

阀】、【劳工神圣】、【平等自由】等字）。

（４）天津学生庆祝国庆游行，被警察厅长杨以德殴伤多人（次日学生罢课）。

（５）北京高等师范教员学生主办之【平民教育】出版。

１０﹐１１（八，一八）

（１）上海三新纱厂（华商）、上海纱厂（日商）男女工万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２）外交部照会俄使馆，请告西伯利亚当局勿阻华舰驶入黑龙江。

１０﹐１２（八，一九）中瑞通商条约在日互换。

１０﹐１３（八，二０）

（１）国务院令东三省厚集兵力，制止谢米诺夫部入侵中东路。

（２）国际航空条例在巴黎签字。

１０﹐１４（八，二一）国务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外蒙取消自治案。

１０﹐１５（八，二二）中英（英商海尔）第二次飞艇借款，总额八十万镑。

１０﹐１７（八，二四）安徽蚌埠大火。

１０﹐１８（八，二五）

（１）吉黑江防舰队自庙街溯黑龙江上驶。

（２）北方总代表王揖唐派王克敏、李国珍访唐绍仪，要求面晤，被拒。

１０﹐１９（八，二六）

（１）陆征祥等电告声明对德和约保留条款。

（２）湘西镇守使兼旅长冯玉祥电劝南北和议代表早日接洽。

１０﹐２０（八，二七）国务院电陈毅，徐树铮赴库系抚视军队，取消自治案仍由都护使完

全负责。

１０﹐２１（八，二八）

（１）日使抗议中英商订飞艇借款合同。

（２）广州非常国会议决改组军政府，并提议弹劾岑春 （不满于政学系之国民党系议员主

之）。

１０﹐２２（八，二九）

（１）派容揆充国际保工会（本月二十九日在华盛顿开会）第二代表。

（２）广州护法军政府总裁岑春烜提出辞职。

（３）天津学生向直隶省长曹锐请愿，撤警察厅长杨以德。

（４）长沙学生罢课游行（反对张敬尧）。

１０﹐２３（八，三０）

（１）西北筹边使徐树铮自北京赴库伦。

（２）靳云鹏电岑春烜、陆荣廷、唐继尧，接洽和议。

（３）特任徐鼐霖为吉林省长（代郭宗熙）。

１０﹐２４（九，一）

（１）伯力附近俄兵炮击吉黑江防舰队（该舰队即向下游退却）。

（２）安庆安武军二次强奸蚕桑女校教员学生，学生十余人羞愤自杀。

１０﹐２５（九，二）

（１）广州政府宣告对德奥宣战状态中止。

（２）广州政府声明赞成新银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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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孙中山派蒋中正赴日本（１０﹐３０抵东京；１１﹐１９返抵上海）。

（４）北京国民公报被封。

１０﹐２６（九，三）中美商订烟酒借款二千五百万元，以烟酒税作抵。

１０﹐２７（九，四）陆荣廷、林葆怿、谭延闿、莫荣新等通电挽留首席总裁岑春烜，反对

改组军政府。

１０﹐２８（九，五）

（１）国务会议通过外蒙取消自治善后条例。

（２）外交部电杨增新，阻止俄在迪化开设道胜银行。

（３）美国向日本建议组织对华新银行团。

１０﹐２９（九，六）徐树铮抵库伦。

１０﹐３０（九，七）

（１）陈毅将外蒙王公请愿取消自治呈文电京。

（２）外交部向俄使抗议俄军炮击吉黑江防舰队。

１０﹐３１（九，八）

（１）北京外交委员会请废中日军事协定。

亦赴伊尔库次克）。 （２）鄂穆斯克政府东迁伊尔库茨克（１１﹐４张斯

（３）北京众议院通过靳云鹏组阁案（１１﹐４参议院通过）。

１１﹐１（九，九）

（１）收回北京正阳门城楼，美兵撤退（庚子之乱为外兵所占）。

（２）徐树铮电国务院指责外蒙善后条例有七不可。

（３）北京学生瞿秋白、郑振铎、耿匡、许地山、瞿世英主办之【新社会】旬刊出刊（翌年

被封，同年８﹐１５改名【人道】）。

（４）北京学生宋介、王统照等主办之【曙光】

月刊出版。

（５）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之【浙江新潮】周刊出版。

（６）缪荃孙卒于上海，年七十六岁。

１１﹐３（九，一一）俄使以中国增兵库伦，向外交部交涉。

１１﹐４（九，一二）靳云鹏在国务会议宣布外蒙取消自治案由陈毅专办，勿庸他人越俎（即

由外交部陈箓电知陈毅）。

１１﹐５（九，一三）

（１）实授靳云鹏为国务总理。

（２）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等十七省督军省长电请裁减军队二成（应靳云鹏之请）。

１１﹐６（九，一四）徐树铮晋见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劝取消自治。

１１﹐７（九，一五）曹锟赞成靳云鹏所拟之阁员人选（１１﹐９张作霖亦同意，安福系主

以吴炳湘、李思浩、姚震、朱深、曾毓隽分任内务、财政、司法、交通总长及国务院秘书长，

靳初表示接受，及国会通过靳组阁案，靳改提田文烈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并以

张志潭为农商总长，安福系大为不满，靳则引曹、张为助）。

１１﹐８（九，一六）

（１）广州学生与警察冲突，被捕多人。

（２）安福俱乐部反对周自齐、张志潭、田文烈入阁。

（３）法国颁布禁运军火来华令。

１１﹐９（九，一七）俄兵炮击黑龙江省中国商船。

１１﹐１０（九，一八）

（１）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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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长沙各公立学校因张敬尧不发经费，总罢课。

（３）徐树铮电国务院，坚持蒙事条文应予修订。

１１﹐１１（九，一九）

（１）徐树铮偕旅长褚其祥等访陈毅，主改订外蒙善后条例。

（２）财政部与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银行订借美金五百五十万元。

（３）安福系曾毓隽晤靳云鹏，要求以李思浩等为财政总长。

１１﹐１２（九，二０）广州警察厅拘捕报馆记者。

１１﹐１３（九，二一）

（１）库伦王公二次大会，赞成取消外蒙自治。

（２）特任何佩瑢为湖北省长。

（３）特派钱能训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事宜。

１１﹐１４（九，二二）

（１）俄国过激党攻占鄂穆斯克。

（２）徐树铮将改订外蒙善后条例，面交外蒙官府总理巴特玛，并派兵监视活佛宫。

１１﹐１５（九，二三）

（１）外蒙官府会议，决先呈请取消自治，条件从长议订。

（２）留法学生之【旅法周刊】发刊，周无（太玄）等主之。

（３）章炳麟电李纯，痛斥靳云鹏。

１１﹐１６（九，二四）福州日人为抵制日货，殴伤中国学生市民十余人，警察一人，日人

被捕者三人（福州事件）。

１１﹐１７（九，二五）

（１）外蒙自治政府总理兼内务总长亲王喇嘛巴特玛、多尔济等将请愿取消自治，呈文递到

都护使署，陈毅据以电京。

（２）福州学校罢课，商店罢市，抗议日人暴行。

１１﹐１８（九，二六）

（１）广州旧国会开宪法会议。

（２）军政府组织建设会议。

（３）广州学生罢课，要求撤换警察厅长。

１１﹐１９（九，二七）

（１）天津日领事船津干涉天津商会长选举（谓新会长卞荫昌曾参与抵制日货运动），该会

大愤，要求撤换该领事。

（２）徐树铮电请将筹边使署设于库伦，蒙事由边署直接处理。

１１﹐２０（九，二八）

（１）万国保工会议决中国劳动时间制，以每日十小时为原则，每星期得休息一日，并从速

定工厂法。

（２）日本军舰二艘抵福州马江。

（３）外交部向日使抗议福州事件，并要求终止派舰赴闽。

（４）北京政府向银行团商借垫款。

（５）北京高等师范学生主办之【工学】（月刊）发刊。

（６）刘师培卒于北京，年三十六（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生）。

１１﹐２１（九，二九）

（１）日使为福州事件，向外交部抗议。

（２）北京学生代表为福州事件向外交部及教育部请愿。

（３）英美法在京银行团代表接受中国政府借款要求，并请日本参加（翌日通知日本银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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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徐树铮离库伦回京。

１１﹐２２（一０，一）

（１）明令宣布外蒙取消自治，废除一九一五年中俄蒙协议，并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外蒙翊善

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２）派员参加万国棉业会议。

（３）命筹议裁减军队计划（设立裁兵委员会，靳云鹏兼委员长），并清厘赋税（参看１１

﹐５）。

（４）退驻陕西之川军第二十一师长锺体道因受刘存厚压迫，及新部团长潘文华、韩祖武之

反对，去职。

（５）参谋部员陈席珍等因控告该部次长陆锦，被免职（１２﹐１４陆锦去职）。

（６）列宁在东方民族共产主义组织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讲述【

论东方民族的觉醒】。

１１﹐２４（一０，三）

（１）外交部照会俄使，取消中俄蒙协约。俄使即照覆声明中国不能单独取消中俄间有关外

蒙条约。

（２）湖南旅京绅民范源廉等以该省督军张敬尧，纵兵殃民，蔑弃法令，请予撤惩。

（３）广州旧国会因莫荣新之压迫，议员纷纷去粤。

（４）徐树铮自库伦回京，并电孙中山报告外蒙自治取消。

（５）甘肃代表朱 等到拉萨，晤达赖，商川藏两军继续停战。

１１﹐２５（一０，四）

（１）日本军舰至福建，派兵上岸游行。

（２）日人煽动陕甘回民独立建国，设狼骑于甘肃静宁，设支部于直、鲁、豫、绥远、宁夏，

国务院电各省查禁（该会有【我为我】一书，由北京日人之顺天时报夹递）。

（３）北京晨报载，长沙一地有周刊十种（湘江评论、救国周报、女界钟、明德、岳麓、岳

云、工学、体育、长郡、励进）。

１１﹐２６（一０，五）

（１）孙中山电覆徐树铮，贺其使外蒙取消自治之功，并劝依照约法，恢复国会自由职权（１

２﹐２６？）。

（２）中美烟酒税第二次借款（即财政部与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订借美金五百五十万元，

以烟酒税担保。

（３）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周则范为团长廖湘云所杀，湖北靖国军第二总司令唐克明为师长吴

醒汉所拘（寻释唐，退去施南）。

１１﹐２７（一０，六）

（１）外交部照会日使抗议福州事件，提出四项要求。

（２）协约国对布加利亚和约签字。

１１﹐２８（一０，七）

（１）外交部派员调查福建中日交涉（日亦派员前往）。

（２）北京众议院通过各部总长同意案（１２﹐３参议院通过，此系段祺瑞调停结果。惟教

育总长夏寿康、农商总长张志潭被否决）。

１１﹐２９（一０，八）北京学生对福州事件作示威运动，游行讲演（各省纷起应之）。

１２﹐１（一０，一０）

（１）外交部抗议义国输入军械。

（２）派徐树铮兼督办外蒙善后事宜，驻库办事大员撤裁（原任都护使陈毅与徐意见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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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福州学生因督军李厚基封禁学生刊物，全体罢课。

（４）【闽星】（半周刊）在福建漳州出版，陈炯明、陈秋霖、谢婴白等主之。

（５）【少年社会】出版，南京高等师范学生主之。

１２﹐２（一０，一一）

（１）特派徐树铮为赴蒙册封专使，恩华李垣为副使。

（２）长沙学生为福州事件举行对日示威，提倡国货大会，督军张敬尧派兵拘捕，殴伤数十

人。

１２﹐３（一０，一二）

（１）北京政府任命靳云鹏阁员：外交总长陆征祥（陈箓暂代）、内务田文烈、财政李思浩、

陆军靳云鹏兼、海军萨镇冰、司法朱深、交通曾毓隽、农商田文烈兼（教育仍由次长傅岳棻

代理）。

（２）英使朱尔典向外交部声明，对于西藏：（１）无侵略野心；（２）绝未供给军火；（３）

尊重中国为五族共建之国；（４）边界以维持印度安全为准；（５）将来中英会商时，英可酌

量让步。

（３）日使照会外交部，否认福州事件责任。

（４）上海学生为福州事件罢课（四天）。

１２﹐４（一０，一三）

（１）北京参众两院电谢美国参议院通过保留德约案。

（２）令以柯劭忞【新元史】列入正史。

１２﹐５（一０，一四）陈炯明上书孙中山，论漳州建设在图社会主义之实现。

１２﹐６（一０，一五）长沙各校学生罢课，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不久被张解散）。

１２﹐７（一０，一六）北京各界数万人因福州事件开国民大会，要求更换日本福州领事，

由日本政府谢罪，惩凶，撤退日舰，收回在华领事裁判权等八条，如不照允，与日本断绝经

济关系。

１２﹐８（一０，一七）俄过激党占领斜米省。

１２﹐９（一０，一八）外交部向俄使严重抗议西伯利亚政府嘉奖炮击华舰之俄总督。

１２﹐１０（一０，一九）

（１）江西督军陈光远封闭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罢课（二十三日终止）。

（２）外交部覆俄使，外蒙制度之变更及恢复，完全以新形势之发生及外蒙意思为根据。

１２﹐１１（一０，二０）广州军政府设置滇、黔、川、陕、粤、桂、湘、闽等八省铁路总

裁，以岑春烜任之。

１２﹐１４（一０，二三）

（１）日本在吉林、安东设兵工厂，向日领严重交涉。

（２）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病故，由贵福代理。

１２﹐１５（一０，二四）

（１）北京小学以上教职员要求现薪，停止职务（１﹐１２复职）。

（２）边防督办段祺瑞率军官百余人在保和殿欢送徐树铮赴库伦。

１２﹐１６（一０，二五）北京四川同乡会主办之【工读】（半月刊）发刊。

１２﹐１７（一０，二六）

（１）国务院电广州军政府促重开和议（１﹐１８再电催）。

（２）日使小幡抗议抵制日货，要求严重取缔（１２﹐２６覆之）。

１２﹐１８（一０，二七）湖南请愿团到北京，要求国务院罢免督军张敬尧（同时派代表赴

衡阳向吴佩孚请愿）。

１２﹐１９（一０，二八）福州日舰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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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０（一０，二九）

（１）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与南美玻利维亚订立通商条约。

（２）俄过激党占领托木斯克。

１２﹐２１（一０，三０）

（１）呼伦贝尔护理副都统贵福请取消自治特区。

（２）徐树铮自北京再赴库伦。

１２﹐２３（一一，二）广东女子运动要求参政。

１２﹐２４（一一，三）

（１）美使抗议中英飞艇合同。

（２）济南学生因学生联合会被封，罢课。

（３）国务院通电各省取缔抵制日货。

（４）俄旧党谢米诺夫派兵驻中东路博克图站，中国抗议无效。

１２﹐２５（一一，四）湖南督军张敬尧自奉天运大批鸦片种子至武昌转长沙（一度被扣）。

１２﹐２６（一一，五）

（１）张树元免职，以田中玉继任山东督军，郑士琦继任第五师师长。

（２）任命第十六师师长王廷桢为察哈尔都统。

１２﹐２７（一一，六）徐树铮再抵库伦。

１２﹐２８（一一，七）

（１）冯国璋卒于北京，年六十二（１８５９﹐１﹐７生）。

（２）公布民国八年度预算。

１２﹐２９（一一，八）

（１）唐绍仪电军政府主以取消中日军事协议，为南北和议开议前提。

（２）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为７﹐１９事件向日方道歉。

１２﹐３０（一一，九）

（１）日本声明撤退在闽军舰。

（２）日本警察在吉林和龙搜捕垦民。

１２﹐３１（一一，一０）

（１）南军宋渊源与方声涛部在福建永春仙游互攻。

（２）特任聂宪藩为安徽省长。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２０──中华民国九年庚申

１﹐１（一一，一一）

（１）济南警察禁止学生演剧，引起冲突，学生重伤十余人（翌日各校教职员愤而停止职务）。

（２）北京政府奖叙参战出力之王士珍、段芝贵、姜桂题、梁启超、曹锟、张作霖、倪嗣冲、

李纯、刘冠雄、张怀芝、王占元、阎锡山、靳云鹏、徐树铮、汪大燮、曹汝霖、陆宗舆、林

长民、范源廉、章宗祥、曾毓隽、熊希龄、孙宝琦、王宠惠、章士钊等四十三人。

（３）少年中国学会之【少年世界】出版（１９２１﹐４停刊）。

（４）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在北京组织【工读互助团】。

（５）开封【青年】半月刊出版（第二中学学生曹靖华〔联亚〕等组织之青年学会主之）。

（６）上海【新妇女】半月刊出版（务本女子中学教员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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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一一，一二）外交部电各省禁止抵制日货。

１﹐３（一一，一三）美教士在云南罗次被匪所掳。

１﹐４（一一，一四）

（１）北京大学学生易家钺、郭梦良、朱谦之、陈顾远之【奋斗】旬刊出版（４﹐３０停，

共出九期）

。

（２）驻南苑之第十五师刘询部不稳，北京戒备（寻发饷六十万元始平息）。

１﹐５（一一，一五）北京各校教职员以【寡廉鲜耻，恋栈不去】旗送教育总长傅岳棻。

１﹐６（一一，一六）英使抗议湖南军队运鸦片。

１﹐８（一一，一八）

（１）吉林省电告日警拘捕华人。

（２）令各省妥筹教育经费。

１﹐９（一一，一九）

（１）特派叶恭绰为劝办各省实业专使。

（２）国务总理靳云鹏接见北京教职员代表，允发现薪（１﹐１２起教职员复职）。

（３）任命马良帮办山东军务。

１﹐１０（一一，二０）

（１）协约国对德和约交换。

（２）北京各校教职员宣言复职。

１﹐１１（一一，二一）英使质问中日无线电台合同。

１﹐１２（一一，二二）教育部通告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改用语体文。

１﹐１３（一一，二三）

（１）中德商议国交问题，不允德派驻华代表。

（２）广州军政府电北京请速罢免湖南督军张敬尧。

１﹐１４（一一，二四）

（１）日使小幡访外交部抗议抵制日货。

（２）美国通知日本，撤退西伯利亚美军（四月一日撤尽，中、英、法、义亦同时撤退，惟

日本不肯）

。

（３）法使抗议中英飞机合同。

１﹐１５（一一，二五）中俄边防紧急。

１﹐１６（一一，二六）国际联盟在巴黎开第一次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到会观礼。

１﹐１７（一一，二七）

（１）军政府派舰监视澳门葡人，令停止填筑海面。

（２）吴佩孚坚请撤防北归，曹锟转电北京并代索饷。

１﹐１９（一一，二九）

（１）日使小幡向外交部提出山东善后问题，要求中日直接交涉。

（２）济南各校教职员复职。

１﹐２０（一一，三０）

（１）俄旧党谢米诺夫宣布为西伯利亚临时统治者（受日人利用）。

（２）陕西旅京学生杨锺健等之【秦钟】月刊出版。

（３）天津南开中学学生周恩来、马骏、女子师范学生邓颖超等之【觉悟】月刊发刊。

１﹐２２（一二，二）陆军总长靳云鹏咨将军府，严禁【中华全国农工联合会】（民国八年

十二月成立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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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一二，三）广州军政府反对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

１﹐２４（一二，四）

（１）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殴伤检查日货之学生，拘捕周恩来等十八人，封闭学生联合会。

（２）广州国会议员林森等五百余人通电指责政学会破坏制宪。

１﹐２５（一二，五）赴欧和议代表陆征祥回抵北京。

１﹐２８（一二，八）

（１）取消呼伦贝尔特别区域及中俄会订条件。

（２）广州国会通电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

（３）湖南代表向北京总统府请愿罢免督军张敬尧。

１﹐２９（一二，九）

（１）外交部向各国声明防御中俄边境，及保护中东铁路办法。

（２）天津学生五千余人请愿撤换警察厅长杨以德，释放被捕学生，恢复学生联合会，被省

长曹锐殴伤数十人。

（３）孙中山致书海外同志，谓五四运动为新文化运动，为思想界之空前变化，最有价值，

欲求革命成功必须思想变化。

１﹐３０（一二，一０）

（１）因中荷条约期满，外交部向荷使提议修正。

（２）广州军政府以三十万元（毫洋）济吴佩孚军饷（由国会议员锺才宏解交）。

１﹐３１（一二，一一）

（１）北京政府否认岑春烜为西南八省铁路总裁。

（２）北京学生万余人为１﹐２９天津事件，游行示威。

２﹐１（一二，一二）

（１）上海各界宣言反对与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其它各地均有同样表示）。

（２）天津学生全体散学。

（３）曹 （锟弟）到奉天晤张作霖，商定维持靳云鹏内阁。

２﹐２（一二，一三）

（１）外交部向各国声明，外商在中国所订办矿合同，须经中央核准。

（２）日本公使要求外交部取缔学潮。

２﹐３（一二，一四）

（１）北京各校长访靳云鹏，要求释放天津被捕学生。

（２）广东督军莫荣新令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与靖国联军第六军参谋长杨晋对调。

２﹐４（一二，一五）北京学生游行讲演，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被军警殴打。

２﹐５（一二，一六）

（１）任命贵福为呼伦贝尔副都统，张奎武为镇守使，锺毓督办善后事宜。

（２）北京英、美、法、俄公使建议日本，以裁兵为条件，对华贷款五百万镑。

（３）北京学生继续游行讲演，方豪等四十余人被捕（７﹐１７始获释）。

（４）吴佩孚电徐世昌，反对鲁案由中日直接交涉。

２﹐６（一二，一七）

（１）北京总统徐世昌严禁学生干政（是日至２﹐１０，北京各校均由军警把守，不许学生

外出）。

（２）国务院为山东问题电各省镇静，制止煽乱。

（３）广州军政府电北京，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

（４）俄白党领袖阔尔察克在伊尔库茨克被杀。

（５）北京中华懋业银行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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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一二，一八）

（１）北京政府电令东三省对俄乱严守中立。

（２）军政府电北京政府，要求取消中日军事协议。

２﹐８（一二，一九）

（１）唐继尧令驻粤滇军师旅团营长，以后动作及一切事宜，应随时请示参谋部长李烈钧。

（２）海参崴俄国远东学生会发表对世界学生宣言，鼓励中国学生反抗外人压迫，保护本国

权利，要求中国政府撤退驻俄军队。

２﹐９（一二，二０）上海市民游行示威，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２﹐１０（一二，二一）

（１）北京新国会闭会。

（２）唐继尧解除李根源之靖国联军第六军（驻粤滇军）军长职，取消滇军司令部，驻粤滇

军由李烈钧节制（因李根源擅免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职）。

（３）上海罢市一天，反对与日直接交涉。

（４）北京交通部与日本东亚兴业会社订立电信借款合同，款额一千五百万元。

２﹐１３（一二，二四）

（１）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第四师师长朱培德、旅长盛荣超、鲁子才、张怀信、杨

益谦通电，愿遵唐继尧命令，受李烈钧节制（另一部份滇军将领拥李根源，粤督莫荣新派粤

桂军赴北江助之）。

（２）北京外交总长陆征祥辞职。

（３）吴佩孚电靳云鹏，反对中日直接交涉，责政府拂逆人民公意（１２﹐１６靳覆电慰勉）。

２﹐１４（一二，二五）

（１）派徐树铮兼张恰铁路督办。

（２）禁地方长官干涉司法。

２﹐１５（一二，二六）

（１）广东督军莫荣新委李根源督办粤赣湘边防军务兼南韶镇守使，节制驻粤滇军（对抗李

烈钧）。

（２）北京警察厅解散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

２﹐１６（一二，二七）浙江督军卢永祥等电北京政府，请俟南北统一后再解决山东问题。

２﹐１７（一二，二八）

（１）广州军政府再电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四川督军熊克武亦通电反对。

（２）募集内国八厘公债。

（３）驻衡州北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等再电靳云鹏，反对中日直接交涉。

２﹐１８（一二，二九）北京财政部与日本正金银行订立借款九百万日元。

２﹐１９（一二，三０）

（１）中东铁路督办鲍贵卿与俄国霍尔瓦特订立中国铁路总公司改组办法。

（２）北京财政部与日本正金银行订立九百万元垫款合同（五百万镑借款之一部份）。

（３）特任张寿龄为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

（４）曹锟通电主维持靳云鹏内阁。

２﹐２０（一，一）

（１）昆明发现谋刺唐继尧密谋（传与李根源有关）。

（２）孙中山电贵州刘显世，出兵柳州，讨伐陆荣廷。

２﹐２１（一，二）中国军舰驶入黑龙江增防。

２﹐２３（一，四）

（１）吴佩孚通电反对吴光新督豫（段派拟以吴光新代赵倜，断吴佩孚北归之路，是为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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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督问题）

。

（２）莫荣新撤销驻粤滇军第三、第四师番号，改编为边防陆军三个旅及三个独立团。

２﹐２４（一，五）

（１）直系八省同盟说极盛（直、豫、鄂、苏、赣、奉、吉、黑）。

（２）孙中山函贺李烈钧重统滇军。

（３）李烈钧自广州赴北江，李根源到韶关，分谋接统滇军。

２﹐２６（一，七）

（１）特任王印川为河南省长（王为安福系。国务会议同时通过吴光新为河南督军，徐世昌

不允发表）

。

（２）派王瑚为甘肃禁烟勘察员。

（３）岑春烜派刘德裕到花县，调解李烈钧、李根源之争。

２﹐２７（一，八）

（１）北京改组战后经济调查会为经济调查局，以孙宝琦兼总裁。

（２）外交部照会美使馆，商裁撤厘金，增加进口关税（１﹐２７财政次长潘复曾以此意面

告美使馆）

。

（３）以农商次长江天铎代理部务。

（４）内阁总理靳云鹏呈辞（因河南督军事不见谅于段祺瑞。２﹐２９靳因徐世昌挽留，打

消辞意）。

２﹐２８（一，九）北京派周肇祥督办奉天葫芦岛商埠事宜。

２﹐２９（一，一０）

（１）北京国民大会开会，被解散。

（２）俄人 Tripitzin攻击庙街日军，败之。

（３）桂粤军沈鸿英、魏邦平助李根源，与李烈钧战于花县新街。

（４）【政衡】月刊在上海出版，谭鸣谦（平山）、陈公博等主之。

３﹐１（一，一一）

（１）北京新国会举行第三期常会。

（２）朝鲜独立党之【新韩青年】在上海出版（本年１０﹐１０又有【震坛】周报出版）。

３﹐２（一，一二）

（１）北京设立粮食调查会。

（２）桂粤军沈鸿英、魏邦平、卢炎山败李烈钧部滇军于北江。

（３）美国新银行团代表拉门德到东京。

（４）日本致文美国务院，要求南满东蒙利益不在新银行团范围之内（３﹐１６通告英国）。

３﹐３（一，一三）

（１）义国扣留中国轮船【华乙】号（原为粤轮），我提出严重抗议（５﹐１１解决）。

（２）安福系积极倒阁，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曾毓隽、司法朱深不出席阁议（明日请辞）。

３﹐４（一，一四）

（１）靳云鹏打消辞意。

（２）河南督军赵倜电曹锟、张作霖、李纯等，反对与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３﹐５（一，一五）梁启超自欧洲返抵上海。

３﹐６（一，一六）第一任挪威驻华公使米赛勒呈递国书。

３﹐７（一，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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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令限各省官银钱行号发行纸币。

（２）设立货币检查委员会。

（３）驻湘南之北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开始撤防北上（北京连电阻止）。

（４）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杨昌济（怀仲）病卒（一作１﹐１７）。

３﹐８（一，一八）桂粤军围攻广东滇军朱培德部，朱部北走连州。

３﹐９（一，一九）德国要求与中国恢复通商（德派 VonBorch为驻华代表）。

３﹐１０（一，二０）日人越境向吉林逮捕华人，我国抗议。

３﹐１１（一，二一）

（１）云南督军唐继尧任唐继虞为援粤总司令，率师出发助李烈钧。

（２）岑春烜电西南各省当局，征求对于曹锟、张作霖、李纯所提解决时局办法五条意见（即

召集省议会联合会，承认徐世昌为总统，设弼政院等）。

（３）庙街日军反攻俄新党，大败，全军覆没，中国【江亨】舰误毙迫近之日兵三人。

３﹐１２（一，二二）

（１）日本军舰拦入南通天宝港。

（２）李烈钧部滇军经广东翁源退向始兴。

３﹐１３（一，二三）

（１）外交部照会荷使，修改中荷领事专约。

（２）张作霖函段祺瑞，请维持靳云鹏内阁。

３﹐１４（一，二四）

（１）九江英美警兵刺伤华工三名。

（２）云南督军唐继尧以广东督军莫荣新助李根源，压迫在粤滇军，通电声讨。

（３）上海学生联合会复海参崴俄国学生会，希望世界各处公理战胜强权之成功。

（４）甘肃旅京学生之【新陇社】成立（５﹐２０【新陇】月刊出版）。

（５）张作霖之代表王乃斌到北京，劝段祺瑞信赖靳云鹏。

３﹐１６（一，二六）

（１）外交部对福州事件向日使提出赔偿、道歉、惩凶三要求。

（２）中东铁路俄工，因同情于海参崴新党，反对路局坐办霍尔瓦特，举行罢工，吉督鲍贵

卿即令霍去职，遂复工。

（３）安福系三阁员李思浩（财政）、曾毓隽（交通）、朱深（

司法）均出席阁议，倒阁风潮平息。

（４）美国劝告日本撤回对新银行团对华借款之保留（即３﹐２之要求）。

３﹐１７（一，二七）

（１）俄新党军队捕吉林饶河县知事，我抗议（４﹐２释放，并道歉）。

（２）孙中山连电唐继尧出兵讨伐陆荣廷，并助川军驱逐熊克武（另电贵阳王文华协同唐继

尧、刘显世进攻陆荣廷）。

３﹐１８（一，二八）驻湘直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混成旅旅长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等

开始撤防北上（广州军政府续付毫洋三十万元作为开拔费，北京附近驻军师长曲同丰、陈文

运、魏宗瀚、李进才、刘询通电，谓营房不足，拒直军移驻）。

３﹐１９（一，二九）

（１）北京令各省推行义务教育。

（２）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对德和约（不满于山东问题之措施）。

（３）英教士在河南泌阳为匪所杀。

（４）梁启超到北京，谒徐世昌，报告欧游经过（３﹐２４回天津）。

３﹐２０（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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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外交部抗议外人任意设无线电台。

（２）吴光新电斥吴佩孚。

（３）云南将领刘祖武、黄毓成、李友勋、唐继虞等通电讨莫荣新、李根源。

３﹐２１（二，二）河南荥泽兵变（第八混成旅）。

３﹐２２（二，三）

（１）藏兵又攻川边，占领乌齐德格等十一县。

（２）吴佩孚军前队自湘南抵汉口。

３﹐２３（二，四）驻陕之奉军（许兰洲部）请撤防。

３﹐２４（二，五）唐继尧电岑春烜及广州国会，反对岑与北方所议之解决时局办法（见３

﹐１１条）

。

３﹐２５（二，六）李烈钧部滇军自始兴退南雄。

３﹐２６（二，七）

（１）岑春烜自广州到韶关，调解滇桂军之战，请李烈钧返省城（在粤滇军大部归李根源统

率，郑开文部调琼崖，３﹐２９朱培德师杨益谦、鲁子才部入湘）

。

（２）北京收到自伊尔库茨克发出之去年七月二十五日苏联对华宣言（４﹐３收到？）。

３﹐２７（二，八）

（１）日军占据满洲里车站，外交部向日使质问。

（２）张作霖在沈阳召集各省区代表会议。

３﹐２８（二，九）

（１）浙江第一师范因更易校长，发生风潮，警察包围学校。

（２）段祺瑞自北京出居团河。

３﹐２９（二，一０）军政府政务总裁兼外交财政部长伍廷芳因反对岑春烜等，携关余一百

八十余万元离粤赴港（１９１９﹐６外交团及北京政府允以关税余款１３%拨交广州政府，

由伍廷芳签字具领）。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同去。

３﹐３０（二，一一）

（１）北京设立内国公债局，收回中国交通银行，停兑钞票，仍以梁士诒为总理。

（２）靳云鹏以不见谅于段祺瑞，请假。

３﹐３１（二，一二）

（１）美国新银行团代表拉门德抵上海。

（２）鲁籍军人王占元、卢永祥、吴佩孚及镇守使师旅团长四十八人通电反对与日本直接交

涉山东问题，主交国际联盟解决（时靳云鹏有与日本直接交涉之意）。

（３）孙中山在上海宴吴敬恒、陈独秀、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戴传贤等。

（４）岑春烜得知伍廷芳出走，即自韶关赶返广州。

（５）日本宣言俟俄国东部恢复原状，对于朝鲜与满洲无危险时，即将西伯利亚日军撤退（中

国因其将满洲与朝鲜并列，于５﹐１７提出抗议）。

（６）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东方局书记胡定康偕杨明斋到北京（寻晤李大钊等）。

（７）北京大学教员李大钊等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

４﹐１（二，一三）广州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走香港。

４﹐２（二，一四）

（１）西伯利亚美军全部撤退。

（２）海参崴日军司令大井致当地临时政府最后通牒，限于四十八小时内订立军事协议。

４﹐３（二，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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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美国新银行团代表拉门德在上海讲演新银行团之组织在造福中国人民，反对中国政府

之任何派系。

（２）香港机器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３）日本对美国表示愿放弃对新银行团所提满蒙除外要求，惟须保留对洮热铁路权利。

（４）福建闽侯兵变。

（５）岑春烜派宪兵搜查广州参众两院。

４﹐４（二，一六）

（１）苏州日人在虎邱故意枪杀华兵胡宗汉。

（２）日军进攻海参崴、双城子、驿马河新党，伤及华人（明日又攻击伯力等处）。

（３）王士珍应徐世昌邀，自正定到北京，调停政潮（时段祺瑞避居团河，闭门谢客）。

（４）批准中玻（玻利维亚）通好条约。

４﹐５（二，一七）

（１）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部在信阳哗变。

（２）香港机器工人五千余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梁启超、蒋方震等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

并筹讲学社。

４﹐６（二，一八）

（１）远东共和国成立（初都于上乌丁斯克，十一月迁都赤塔）。

（２）广州国会政学系议员通电攻击议长林森、吴景濂等。

４﹐７（二，一九）

（１）盐务署设立盐务学校。

（２）美国新银行团代表拉门德抵北京。

（３）上海租界纳税人会议通过设立华人顾问委员会。

（４）湖北天门县兵变。

４﹐８（二，二０）

（１）上海全国学生总会电北京政府，驳回日本鲁案通牒，限四日圆满答复。

（２）军政府总裁岑春烜免伍廷芳外交及财政总长职，以温宗尧、陈锦涛继任（并派员向香

港上海法庭控伍携去关税余款）。

（３）自广州到香港之国会议员决定在上海集会，吴景濂即往筹备。

（４）增设新疆焉耆、和阗两道。

（５）曹锟在保定召集各省区代表会议。

４﹐９（二，二一）

（１）伍廷芳通电申述去粤原因，并否认广州政务会议（不足法定人数）。

（２）广州国会议长林森、吴景濂通电，岑春烜违法祸国。

（３）外交部声明对日、俄（新党）两军在哈尔滨、海参崴之战争，严守中立。

（４）北京地方检察厅起诉被捕学生，各校学生均自首，检察厅不受理。

（５）张其锽与谭延闿会于湖南郴州，为策划军事（张来自广州）。

４﹐１０（二，二二）

（１）日本在中东路海拉尔等处车站逮捕俄人，侵犯中国主权。

（２）伍廷芳在香港通电，继续执行军政府外交、财政总长职权。

（３）酌减浙西各县赋则。

（４）农商部发行有奖实业债券。

（５）北京大学学生【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乡村讲演（曾分在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处举

行）。

４﹐１１（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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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海拉尔日本与捷克军队冲突，伤及华兵。

（２）福建寿宁兵变。

（３）广州军政总裁兼海军总司令林葆怿辞职赴香港（寻复返广州）。

（４）全国各界联合会商界联合会覆苏俄对华宣言，谓中国人民愿依宣言收回各项权利，恢

复中俄邦交，并望俄国人民再接再厉，作正谊人道前驱（本日星期评论刊出该宣言）。

（５）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覆书俄罗斯国民，感谢其对华通牒，盼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下，

戮力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

４﹐１２（二，二四）日军占据哈尔滨中国营房。

４﹐１３（二，二五）

（１）全国学生联合会因要求驳回日本鲁案通牒，未得答复，议决一致罢课。

（２）山西大学学生之【新共和学会】成立（１９２１﹐１２﹐１０发刊【新共和】）。

（３）广州李根源部旅长赵德裕派兵包围参谋部，搜寻李烈钧（

烈钧于４﹐２到广州）。

４﹐１４（二，二六）

（１）令以浙江三门湾为试办模范自治农垦区域。

（２）朱执信上书孙中山，告与闽督李厚基商洽接济粤军弹药经过。

（３）北京国务院因广州内讧，通电促和。

（４）唐继尧通电否认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

（５）上海学生联合会因请政府驳回日本鲁案通牒未得答复，通电罢课，并游行示威（各地

继之）。

（６）八卦教徒密谋在开封起事，被破获，自焚，死者三十余人。

（７）山东鱼台兵变。

４﹐１５（二，二七）北京劝业场开幕。

４﹐１６（二，二八）

（１）九江英美军警伤人案解决。

（２）林森自香港到上海。

（３）四川督军熊克武因师长吕超、石青阳等之压迫，通电辞职（熊与岑春烜近，谋逐滇军

出川，唐继尧、吕超等则与国民党近）。

４﹐１７（二，二九）伍廷芳自香港到上海（岑春烜委章士钊为代表，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

公廨控伍携带关余一百八十余万元出走）。

４﹐１９（三，一）

（１）安庆学生因检查日货与商人冲突，受伤者颇多。

（２）开封学生罢课。

４﹐２１（三，三）

（１）北京特派戴陈霖、刘符诚为出席西班牙万国邮政和议全权代表。

（２）杭州学生罢课讲演，被军队刺伤数十人。

（３）中东铁路督办鲍贵卿报告接收中东铁路经过。

（４）新任英使艾斯顿呈递国书（原任朱尔典回国）。

（５）旧国会议长林森、王正廷（参院）、吴景濂、褚辅成（众院）否认三月二十九日以后

之军政府政务会议。

４﹐２２（三，四）

（１）规定德国人民之入境办法。

（２）外交部驳覆日本对于福州事件之提案，并促开议。

（３）上海军警干涉学生讲演，学生受伤多人，华界一度罢市罢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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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三，五）

（１）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提议废除督军制。

（２）吴敬恒自上海赴法国，查看里昂中法大学（广州军政府曾拨款资助）。

（３）上海罢工罢市抗议军警殴伤学生，淞沪护军使宣布戒严。

４﹐２４（三，六）

（１）川滇援陕军叶荃、卢占魁联合向陕、甘各地出动。

（２）上海国民大会，反对毁法卖国残民之北京广州政府。

（３）北京各学校罢课。

（４）美国银行团代表应日本银行团之邀，到东京（５﹐１美银行代表团长拉门德续至）。

４﹐２５（三，七）援陕奉军许兰洲与陕西省长刘镇华部镇嵩军在鄠县相战（奉军拟东出潼

关与直军会合，段祺瑞命刘镇华阻之）。

４﹐２６（三，八）日使小幡催议交还青岛及山东善后问题。

４﹐２７（三，九）李烈钧自广州走香港（５﹐１３赴上海）。

４﹐２９（三，一一）

（１）国务院以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等主承受俄国劳农政府对华通牒，电令各省查禁（谓通

牒是否可凭尚属问题，该会率尔表示承受，并有种种阴谋，实属谬妄）。

（２）俄国代表路博到福建漳州晤陈炯明（陈寻亦致书列宁）。

（３）海参崴临时政府与日军司令大井订立军事协议，冲突停止（日本占有东海滨省）。

（４）日使小幡二次催议山东问题。

４﹐３０（三，一二）

（１）曹锟通电赞成废除督军，并主禁止军人入党。

（２）撤退前派驻西伯利亚之军队。

（３）四川第五师师长吕超、二师刘湘、三师向传义、四师刘成勋、六师石青阳、七师颜德

基、八师陈洪范、司令黄复生、卢师谛合组同盟军，宣布川督熊克武勾结政学系等罪状，出

兵讨伐，推吕超、刘湘为川军总副司令，并推唐继尧、刘显世为川滇黔联军总司令（刘湘不

久中变）。

４﹐（１）马克斯、恩格思之【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出版（陈独秀、陈望道译）。

（２）毛泽东自北京到上海，晤陈独秀（７﹐回长沙）。

５﹐１（三，一三）

（１）唐继尧、刘显世宣布就川滇黔靖国军总副司令，派顾品珍、王文华统滇黔军进攻熊克

武。

（２）中华工业协会、全国工界协进会等七团体复俄国劳农政府通牒，决定同力合作，盼予

援助指导。

（３）上海、北京、广州劳动团体第一次庆祝劳动节（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讲

【劳动者的觉悟】）。

（４）【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出版。

（５）苏州【妇女评论】出版。

（６）陇海铁路督办施肇曾与荷兰银公司及比国电车铁路合股公司订借荷款五千万弗罗金。

（７）美国银行团代表拉门德离北京赴日本。

５﹐２（三，一四）外交部答复英美法三使，声明湖广路德国债权已失效，三国不能承受。

５﹐４（三，一六）

（１）广州国会议员（政学系）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政务总裁，以代孙中山、伍

廷芳、唐绍仪，并复位各部部长，内政岑春烜，外交温宗尧，财政陈锦涛，司法徐傅霖，交

通赵蕃（未就），陆军莫荣新，海军林葆怿，参谋吕公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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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四川督军熊克武以得刘湘、刘成勋、陈洪范、向传义之支持，宣布复职。

（３）改订中东铁路司法职权办法，由中国办理。

（４）蒋梦麟、胡适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５﹐５（三，一七）旧国会议院在上海开谈话会，决迁国会于云南。

５﹐６（三，一八）

（１）陕西增设镇坪县。

（２）上海妇女团体组织中华女子参政同盟会。

（３）上海法国总领事封闭中华学生联合会及全国各界联合会。

（４）川滇援陕军叶荃、卢占魁合郭坚部先后攻占陕西栒邑、麟游、凤翔、岐山、凤县及甘

肃徽县，俘陕南镇守使第二十二混成旅长管金聚。

５﹐７（三，一九）

（１）天津北京间第一次飞行试验。

（２）内阁总理靳云鹏提出辞职。

（３）任命齐燮元帮办江苏军务。

（４）驻湘南谭延闿部与滇军朱培德、鲁子才、赣军李明扬会商，决乘北军吴佩孚撤防，合

力驱张敬尧。

５﹐８（三，二０）

（１）外交部电驻丹麦代办曹云祥，中俄恢复通商及邦交，中国当与协约国一致，并望俄国

保护华侨（俄劳农政府代表与协约国代表在丹麦会商，曹云祥亦参加，俄代表提议以归还各

种权利及租借地以为中国承认莫斯科政府之报酬，４﹐１８曹电告外交部）。

（２）美使向外交部质问日军驻扎中东路满洲里及检查旅客。

（３）日本通知英美，撤回对新银行团所拟保留洮热铁路权利条件。

５﹐９（三，二一）靳云鹏再请辞。

５﹐１０（三，二二）外交部抗议日本在中东铁路增兵。

５﹐１１（三，二三）

（１）英美法与日本之条件商妥，日本加入英美法三国所组织之对华新银行团。南满铁路及

其支线与所属矿产及吉林会宁、郑家屯洮南、开原吉林、吉林长春、长春洮南、新民屯奉天、

四平街郑家屯等铁路均在新银行团范围之外。

（２）中义【华乙】舰交涉解决，该舰释放（参看３﹐３）。

（３）四川熊克武部刘湘、余际唐自合川进攻重庆，为黔军王文华、袁祖铭所败。

（４）驻海参崴日军司令大井宣言，日对西伯利亚无领土野心，亦不袒助俄国任何党派，捷

克军撤退后，须在远东设立一民主政府，日军方能撤退。

５﹐１２（三，二四）天津反安福系之督军决议仍拥靳内阁。

５﹐１３（三，二五）特派潘复督办运河工程事宜，王瑚督办湖南赈务（代熊希龄）。

（２）北京大学学生【平民教育讲演团】被警察禁止（是日邓康讲演）。

（３）美公使以新银行团代表拉门德在东京与日本银行团换文通知外交部。

５﹐１４（三，二六）

（１）特派萨镇冰兼代国务总理，陆军次长罗开榜代理部务（靳云鹏给假十日）。

（２）唐继尧通电宣布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之一切行动无效。

（３）远东共和国致文海参崴日军司令大井，表致谢忱。

（４）苏俄承认远东共和国。（５﹐１６？）

（５）特派张元奇为经济调查局总裁。

５﹐１５（三，二七）

（１）驻英公使施肇基照会英外部，日英续盟约文内凡关于中国领土主权者，及在华机会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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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字样，均须删去。

（２）离粤之国会议员宣言移滇开会。

５﹐１６（三，二八）

（１）远东共和国宣言要求苏俄红军停止东进，外国政府勿援赤塔旧党，撤退外国远征军，

立即与协约国订立邦交。

（２）北京大理院判决【国民公报】案，处孙几伊以徒刑五月（

以该报刊载克鲁泡特金自叙传及各种评论）。

５﹐１７（三，二九）

（１）全国学生罢课终止。

（２）段祺瑞在团河召开会议，命边防军集中北京一带，准备对吴佩孚军事（段拟自驻郑州

迎击吴军）

。

（３）外交部抗议日本西伯利亚撤兵宣言（参看３﹐３１）。

（４）国新银行团妥协，该团不经营满蒙铁路借款。

５﹐１８（四，一）外交部接远东共和国外交部来文，盼缔建邦交。

５﹐２０（四，三）

（１）派驻义公使王广圻与波斯签订通好条约。

（２）吴佩孚通电撤防北上。

（３）四川熊克武部第一师但懋辛、第三师向传义（邓锡侯旅）、第四师刘成勋、第二混成

旅张冲（刘伯承等团）败滇军顾品珍等于龙泉驿。

（４）开滦煤矿工罢工（６﹐１２解决）。

５﹐２１（四，四）

（１）外交部抗议日本侵犯中东路权。

（２）四川督军熊克武通电讨唐继尧。

（３）张敬尧部暂编第二师师长吴新田到衡州接防。

５﹐２２（四，五）外交部照覆日使小幡，此时不能开议山东问题。

５﹐２４（四，七）

（１）四川熊克武军但懋辛败滇军顾品珍师，占领简阳。

（２）苏俄红军二千余人进入新疆塔城境内，攻击旧党。

（３）远东共和国与日本代表在赤塔附近谈判。

５﹐２５（四，八）

（１）中英订立第二次飞机借款一百万镑。

（２）吴佩孚率所部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混成旅自衡州北上。

５﹐２６（四，九）

（１）北京国会通过对奥和约。

（２）岑春烜等通电，声明军政府政务会议有效。

（３）滇军师长顾品珍通电声明率部回滇（此为缓兵之计）。

（４）吴佩孚过长沙，张敬尧严加戒备。

（５）湘南谭延闿军大举北进，滇军鲁子才旅助之。

５﹐２７（四，一０）

（１）增设墨西哥、古巴、瑞典、挪威、玻利维亚五国公使。

（２）吴佩孚过长沙北上。

（３）湘军谭延闿、赵恒惕占领祁阳（一作５﹐２０）。

（４）新疆督军杨增新与苏俄塔什干政府订立伊犁临时通商条约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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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俄人 Tripitzin因日军进迫，焚毁庙街，中国领事抗议无效，华人多受其灾（Tripitzin
于本年二月二十九日俘该处日军及白俄，３﹐１１日军叛变，被扑灭，此时日援军将至，

Tripitzin即焚掠退走，旋被擒）。

５﹐２８（四，一一）

（１）湘军谭延闿、赵恒惕占领耒阳（一作５﹐２５）。

（２）滇军顾品珍退出四川资阳。

（３）川军师长刘成勋、向传义、但懋辛、刘湘、陈洪范等通电否认唐继尧、刘显世为川滇

黔联军总司令。陈炯明粤军与桂军在闽南冲突。孙中山电劝谭延闿讨伐桂系，先绝后患。

５﹐２９（四，一二）

（１）湘军谭延闿部赵恒惕师鲁涤平旅占领衡州，滇军朱培德助之，张敬尧部暂编第二师长

吴新田败走。

（２）吴佩孚部抵岳州。

（３）新任美公使柯兰抵上海，对报界声明今后不干预中国内政。

５﹐３０（四，一三）

（１）滇军顾品珍部退出四川资中（顾不满唐继尧，不肯力战）。

（２）湘军鲁涤平旅再败张敬尧部于衡州西北之两路口，进向宝庆。

５﹐３１（四，一四）

（１）万国航空专约及附件在法国签字。

（２）吴佩孚率部抵汉口。

（３）陈独秀、杨明斋、戴传贤（季陶）、邵力子、沈定一（玄卢）、陈望道、李汉俊、施存

统、俞秀松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斯主义研究会（第三国际东方局代表胡定康已来上海晤陈独秀，

并识戴、沈及张东荪等）

。

６﹐１（四，一五）

（１）中波（波斯）通好条约由驻义公使王广圻与波斯驻义公使在罗马签字（此为中外初次

订约而不给予领事裁判权者）。

（２）汉阳兵工厂罢工。

（３）特派宋小濂督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派张景惠为东省铁路护路司令。

（４）滇军顾品珍自四川内江退富顺。

（５）唐继尧通电废除云南督军。

６﹐２（四，一六）

（１）新任巴西公使阿威士呈递国书。

（２）湘军鲁涤平旅克宝庆，张敬尧部暂编第一师师长田树勋败走。

６﹐３（四，一七）

（１）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宣言移设军政府，对北方仍继续言和，在军政府移

设未完备以前，一切事宜由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接洽办理。

（２）代理国务总理萨镇冰电岑春烜等促再开南北和议。

６﹐４（四，一八）

（１）唐绍仪将昨日四总裁宣言正式函送王揖唐。

（２）段祺瑞、徐树铮宣称动员讨伐南军。

（３）协约国对匈牙利和约签字。

（４）外交部接远东共和国来文，盼注意西伯利亚情势。

６﹐５（四，一九）

（１）北方总代表王揖唐接受孙中山等宣言，并访问唐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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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湘军谭延闿部占领安仁，败北军山东第一师长张宗昌。

（３）吴佩孚自汉口开始北上，湖北督军王占元济以军费六十万元。

６﹐６（四，二０）

（１）广州军政府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熊克武宣言指责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

继尧与段祺瑞勾结，撤去唐绍仪议和总代表职，以温宗尧继任。声明６﹐３孙中山等之宣言

无效。

（２）李烈钧自上海电湖南谭延闿及驻湘滇军朱培德等，勿与北军激战（朱培德部旋即开赴

湘西）。

（３）内阁商讨昨日五国公使说帖。

６﹐７（四，二一）

（１）日军在庙街扣留中国军舰。

（２）北京国务院电王揖唐，南北和议尚须筹虑。

（３）湘军谭延闿部赵恒惕师及滇赣军朱培德、李明扬占衡山，张敬尧部旅长张敬汤、团长

张继忠自湘潭败走长沙。

（４）北京各界举行国民大会，要求惩办国贼，取消中日密约。

６﹐８（四，二二）

（１）外交部对英日同盟发表声明，凡国际会员所订关于中国之条约，若无中国之承认，不

能作为有效。

（２）北京国会议长李盛铎等晋见徐世昌，质询对上海和会态度（徐对上海和会冷淡）。

（３）章炳麟电责唐继尧列名三日宣言，反对与北方议和。

（４）吴佩孚自汉口到郑州。

６﹐１０（四，二四）

（１）日人在苏州枪杀华兵案解决。

（２）奉军自直隶独流镇经天津开往廊房。

（３）远东共和国来华代表优林抵买卖城。

６﹐１１（四，二五）

（１）湘军谭延闿赵恒惕部进向湘潭，湖南督军张敬尧自长沙北走岳州，第十一师长李奎元

退湘阴平江。

（２）日轮船武陵丸在湖南湘潭被抢。

（３）法使柏卜呈递新总统国书。

６﹐１２（四，二六）

（１）新任美使柯兰呈递国书。

（２）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自买卖城致电北京外交部，请求前往北京。

（３）护法军湘军前队李韫珩部占长沙（明日谭延闿到）。

（４）日人大津来德在湘潭（长沙？）被杀。

６﹐１３（四，二七）

（１）北京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职，暂行留任。

（２）美国教士雷默德在岳州为张敬尧部枪杀（张给抚恤四万五千元）。

（３）吴佩孚自郑州通电，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主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

（４）北京特派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

（５）湖南省议会通电声明湘民驱张（敬尧）出于自卫，绝系对人问题，并无南北之见（谭

延闿旋亦声称湘人驱张与南北战争无关）。

６﹐１４（四，二八）

（１）日使小幡向外交部催议山东交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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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边防督办处宣布废止中日军事协议（示好孙中山等，表示愿开南北和会）。

（３）护法湘军总指挥赵恒惕到长沙，各团体热烈欢迎（６﹐１７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到）。

６﹐１５（四，二九）

（１）外交部抗议日军在吉林攻击韩人。

（２）英使抗议刘存厚在陕西种烟。

（３）吴佩孚偕直军旅长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自郑州到保定，与曹锟会议。

６﹐１６（五，一）

（１）美使抗议岳州美教士被害。

（２）曹锟请辞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

６﹐１７（五，二）

（１）北京国会决定延会两月。

（２）徐树铮自库伦回抵北京。

（３）孙中山派徐绍桢为两广各路讨贼军总司令。

６﹐１８（五，三）

（１）顾维钧电告对土和约未签字（因中土未宣战）。

（２）新任比使艾维滋呈递国书。

（３）侨俄华工第三次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由留学生刘绍周任主席，翟趣林到会演说，盼中

国与苏俄合作（时华工约十万人）。

６﹐１９（五，四）

（１）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入北京，调停直皖之争（徐世昌原电召张及曹锟、李纯同来北京，

曹、李谢绝）。

（２）派张文生为苏鲁豫皖四省剿匪司令。

６﹐２０（五，五）

（１）厦门英人强占地皮交涉。

（２）上海英日纱厂工人以米贵罢工，要求增加工资（７﹐３解决）。

６﹐２１（五，六）

（１）刘显世通电废除贵州督军职务。

（２）北京外交部电覆优林，婉拒前来北京。

６﹐２２（五，七）

（１）法国前总理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班乐卫抵京（上年八月叶恭绰在巴黎与班氏及法国

学者伯希和 P。Pelliot等商于巴黎大学设中国学术讲座并创办中国学院，经北京政府同意，

每年助款二万法郎，本年三月成立）。

（２）日使抗议湘潭日人被害。

（３）张作霖与江苏等省代表到保定晤曹锟、吴佩孚，商应付安福系办法（保定会议）。

６﹐２３（五，八）

（１）日本要求于中东铁路：（１）沿路添日本护路军队，（２）沿路附设日警，（３）如有

匪警，由日军会剿。

（２）莫斯科侨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组织【华工社会党同盟，并电请孙中山来俄访

问（时俄拟联吴佩孚，由胡定康与杨明斋接洽）。

（３）段祺瑞答复孙中山等之六月三日宣言，表示悔祸赞同。

（４）张作霖自保定回北京，晤段祺瑞。

（５）湘军自长沙进向岳州。

６﹐２４（五，九）

（１）北京任齐耀珊为山东省长，沈金鉴为浙江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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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封民众大会，驱逐省长王印川（安福系）。

６﹐２５（五，一０）

（１）日军在山东戕杀二华人交涉。

（２）湘军赵恒惕占新墙，张敬尧自岳州北走。

６﹐２６（五，一一）湘军赵恒惕占岳州。

６﹐２７（五，一二）

（１）段祺瑞自团河回北京，与张作霖商时局。

中将行抵上乌金斯克（次日晤远东共和国外长）。 （２）奉命再度赴俄之张斯

６﹐２８（五，一三）外交部抗议日本在山东之违约行为。

６﹐２９（五，一四）

（１）北京查办张敬尧，以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以６﹐１３美教士雷默德在岳州被

杀，美使抗议之故）。

（２）徐世昌与段祺瑞、张作霖会商时局。

（３）中国加入国际联盟。

（４）朱执信（大符）、廖仲恺奉孙中山命到漳州，促陈炯明回粤讨桂。

７﹐１（五，一六）

（１）本月起停付庚子赔款俄国部分。

（２）北京命吴新田代理第七师师长。

（３）曹锟等发表【直军将士告边防军将士书】

，声明扫除安福系及徐树铮。

（４）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电请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贯彻

护法宗旨。

７﹐２（五，一七）

（１）徐世昌准靳云鹏辞国务总理职，拟周树模继，即咨国会。

（２）北京任卢永祥为浙江督军（原为署职），改淞沪护军使为镇守使，以何丰林任之（卢、

何抗命，仍保留护军使名义）。

（３）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要求允日军驻扎中东铁路哈绥、哈长段。

（４）旧国会议员一部抵云南。

（５）江西水灾。

７﹐３（五，一八）

（１）曹锟、张作霖、李纯通电讨徐树铮，宣布其六大罪。

（２）徐世昌、段祺瑞、张作霖最后会商。

（３）日本宣布占领库页岛北部，至俄政府承认而圆满解决时为止（７﹐２８美国抗议）。

７﹐４（五，一九）

（１）徐世昌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职，以李垣护理，裁撤边防总司令，所辖军队由陆军部

接管。

（２）卢永祥通电仍兼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亦反对裁撤。

７﹐５（五，二０）

（１）安徽督军倪嗣冲至北京。

（２）段祺瑞下令边防军动员。

（３）侨俄华工大会致电孙中山及全国各界，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俄国劳农政府。

７﹐６（五，二一）

（１）边防军分向长辛店、廊房出动。

（２）张作霖到团河，劝段祺瑞勿用兵，段要求惩办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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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北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自常德桃源撤退（８﹐１移驻汉口谌家矶）。

７﹐７（五，二二）

（１）张作霖出北京回奉天。

（２）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自买卖城电催北京外交部开议。

７﹐８（五，二三）

（１）段祺瑞自团河回北京，召集将军府会议，即呈劾曹锟、曹 、吴佩孚。

（２）公使团照会外部，请负责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制止军队进入北京及飞艇投弹。

７﹐９（五，二四）

（１）徐世昌免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职，交陆军部惩办，曹锟褫职留任。

电外交部，主接待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 （２）赴俄专员张斯

（３）四川熊克武部因受吕超及滇军赵又新等威胁，自内江等地退回成都。

７﹐１０（五，二五）

（１）苏沪间发生严重军事行动（李纯与卢永祥），昆山附近铁路拆毁。

（２）张作霖电段祺瑞，声称将亲率师旅，铲除祸国障碍。

（３）曹锟请公使团禁止义日人参加叛军（日人直接参加，义以军火协助）。

（４）直军前锋抵涿州。

（５）段祺瑞自任【定国军】总司令，徐树铮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段芝贵为前敌总指挥，

曲同丰（边防军第一师长）、魏宗瀚（第九师长）、陈文运（边防军第三师长）、刘询（第十

五师长）等分任各路司令。

（６）离粤之旧国会通电移滇开会。

（７）滇军顾品珍、赵又新，川军吕超、石青阳，黔军王文华、袁祖铭占领成都，熊克武退

潼川、保宁（熊部旋编为三军，但懋辛、刘湘、刘成勋任军长，喻培棣、余际唐、杨森、陈

洪范等任师旅长）。

７﹐１１（五，二六）

（１）曹锟通电攻击段祺瑞及安福系。

（２）张作霖电告曹锟，已派兵入关，竭力相助。

７﹐１２（五，二七）

（１）曹锟、张作霖、李纯、王占元、陈光远、赵倜、蔡成勋（

绥远都统）、马福祥（宁夏护军使）等通电讨安福系，并责边防军之出动。

（２）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及旅长曹 、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彭寿莘等通电讨段

祺瑞。

（３）张作霖电段祺瑞，誓率关外劲旅，入关清军侧。

（４）徐世昌明令保护外侨。

７﹐１３（五，二八）

（１）张作霖通电派兵入关定乱（入关奉军为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师，分驻天津附近，张景

惠为司令）

。

（２）吴佩孚等再电讨段祺瑞，斥其卖国媚外，实为汉奸，谓今日之战为救国而战，为民族

而战。

（３）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奉李大钊命，自北京赴上海，访陈独秀。

（４）上海苏州间军队分别撤回原防，铁路修复。

７﹐１４（五，二九）

（１）直皖战争开始，皖军西路段芝贵部（辖第十五师刘询、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第三师

陈文运）自涿州攻占高碑店（直军西路总指挥为吴佩孚，后路总指挥为王承斌，东路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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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曹 ，兵力为第三师及曹 、王承斌、萧耀南、彭寿莘等混成旅，约四万余人，皖军西路

为段芝贵，东路徐树铮，兵力为边防第一、第三师、陆军第九、第十三、第十五师，又三混

成旅，约六万人）。

（２）日公使否认日人参加皖军。

（３）徐世昌令各路军队退回原防（以奉军入关，段祺瑞迫徐下此令）。

（４）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状。

７﹐１５（五，三０）

（１）段祺瑞檄讨曹锟、吴佩孚、曹 。

（２）日本承认远东共和国。

（３）皖军西路段芝贵为直军吴佩孚部所败。

（４）皖军东路徐树铮部（三混成旅）进攻杨村，败直军曹 。

（５）唐继尧、李烈钧与旧国会议员商决在重庆召开国会，组织军政府，由李先往布置。

７﹐１６（六，一）

（１）鄂督王占元逮捕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并解散汉口信阳吴部（９﹐５处十五年徒刑，

吴拟自河南进攻直军，并谋夺湖北）。

（２）曹锟通电段军首向直军袭击。

（３）直军东路曹 部因日军之干涉，自杨村退北仓。

（４）广州军政府岑春烜等电讨段祺瑞。

（５）广东肇庆李耀汉、周之贞联合军舰起事未成。

（６）美国务院训令美使柯兰审慎参加共同外交行动，以免偏袒某方（以７﹐８照会有利于

一方）。

（７）德国代表卜尔熙来华，拟议通商新约。

７﹐１７（六，二）

（１）张作霖通电在奉天捕获安福系谋乱东三省之代表姚步瀛等（８﹐９姚死于狱中）。

（２）李纯通电讨安福系。

（３）吴佩孚袭涿州、松林店，大破皖军，边防军第一师旅长范尚品阵亡，师长曲同丰、第

十五师刘询部旅长张国溶、齐宝善降，边防军第三师长陈文运亦为直军旅长萧耀南、彭寿莘

所败，退固安。

（４）江西督军陈光远解散张敬尧部第七师。

（５）远东共和国与日本在赤塔附近成立协议，日允撤退外贝加尔驻军。

７﹐１８（六，三）

（１）直军西路进占琉璃河，奉军到涿州。

（２）驻鲁边防军第二师马良败直军第五混成旅商德全部，占德州。

（３）公使团领袖向外交部严重抗议中国破坏辛丑条约，如京津交通不能维持，将采取军事

行动。

（４）徐世昌令各军即日停战（另派靳云鹏等赴天津向直奉军疏通）。

７﹐１９（六，四）

（１）河南督军赵倜通电讨安福系。

（２）段祺瑞通电即饬前方一律停止进攻，并自请罢免官职，解除定国军名义。

（３）湖南常澧镇守使王正雅为副使卿衡所戕。

（４）滇军军长顾品珍、赵又新、叶荃、黔军总指挥袁祖铭等通电欢迎孙中山、唐绍仪、伍

廷芳及旧国会议员入川。

（５）京汉、京奉线战事停止。

（６）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刘绍周（留俄学生）出席，列宁讲述东方民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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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运动。

７﹐２０（六，五）

（１）信阳吴光新部赵云龙旅为第十一师李奎元缴械。

（２）曹锟通电否认复辟阴谋。

（３）直军西路占领长辛店，皖军大溃，东路皖军亦向京绥线败走。

（４）张勋通电声明未谋复辟（段祺瑞曾指曹锟、张作霖勾结张勋出京重谋复辟）。

（５）直军旅长张福来、萧耀南部抵长辛店。

（６）张国焘到上海，晤陈独秀（时陈已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

７﹐２１（六，六）

（１）南北海军林葆怿、蓝建枢、蒋拯、杜锡珪通电声讨安福系。

（２）外交部允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以商务委员名义来京。

（３）直奉军宪兵入北京，段祺瑞自戕未成。

７﹐２２（六，七）

（１）徐世昌派王怀庆督办近畿军队收束事宜（皖系败军分别为直奉军改编）。

（２）察哈尔都统王廷桢与西北边防军战于居庸关，解除其武装。

（３）湖南总司令谭延闿通电宣布湖南自治，创制省宪（一作７﹐１７）。

７﹐２３（六，八）

（１）直奉军进驻南苑北苑。

（２）公使团照会外交部，决在京奉路派外军维持交通，并将天津总站改归英人管理。

（３）岑春烜电北京商南北和约。

（４）旧俄公使库达摄夫抗议停付庚款。

（５）胡匪陷吉林方正县。

７﹐２４（六，九）徐世昌准安福系之财政总长李思浩、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曾毓隽免

职，令财政次长潘复、司法次长张一鹏代理部务，田文烈兼署交通总长。又准段芝贵免京畿

卫戍总司令，以王怀庆代之，王印川辞河南省长，张凤台代之。

７﹐２５（六，一０）边防军第二师马良自德州退回济南。

７﹐２６（六，一一）

（１）徐世昌撤销曹锟、吴佩孚等处分，又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交通次长姚国桢免职。

（２）张作霖到天津对西报记者谈话，谓彼仅与曹锟商议善后，吴佩孚不过一师长，不应过

问政治。

（３）优林允以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名义，前往北京，议通商事宜。

（４）李烈钧自云南取道贵州赴重庆，主持在川之滇黔军。

７﹐２７（六，一二）日使小幡向外部抗议，谓停泊庙街之中国军舰助俄新党炮击日本军民。

７﹐２８（六，一三）

（１）徐世昌准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免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撤消西

北边防军名义。

（２）准大理院院长姚震免职，以董康代之。

（３）曹锟到天津。

（４）英美法公使禁止侨民容留避难华人（不保护安福系人物，日义持异议。直系之背景为

英美，皖系之后台为日本）。

（５）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二次宣言，始终贯彻护法救国主张，北方应先废止

中日军事协议及二十一条，和议方可赓续。

７﹐２９（六，一四）

（１）徐世昌令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京汉铁路局长）、朱深、王郅隆（安



- 256 -

福俱乐部财务股长）、梁鸿志（参议院秘书长）、姚震、李思浩、姚国桢（交通次长）（时徐

等均已避匿日本使馆），免湖南督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职，褫吴炳湘官勋。

（２）特任姜桂题兼管理将军府事务。

（３）特派江庸充修订法律馆总裁。

（４）曹锟、张作霖、靳云鹏等在天津会议，决解散安福系国会，请靳云鹏组阁，取消上海

和会。

（５）赈浙江水灾。

７﹐３０（六，一五）

（１）日使对湘省日舰被击案提出要求条件。

（２）边防军宋邦翰、张鼎勋两旅在洛阳哗变（寻被直军王承斌解散）。

８﹐１（六，一七）

（１）吴佩孚通电主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张作霖、靳云鹏、徐世昌均反对）。

（２）甘督张广建电称西藏达赖要求在拉萨或印度开和会，由英作证。

（３）川东黔军王文华部扩编为五旅，以何应钦、谷正伦、张春浦等任旅长。

（４）川军总司令吕超电邀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入川组织政府。

（５）胡适、蒋梦麟、陶履恭、高一涵、李大钊、王征、张慰慈发表【争自由的宣言】。

８﹐２（六，一八）吴佩孚应曹锟召到天津（８﹐４离天津赴河南）。

８﹐３（六，一九）

（１）徐世昌令解散安福俱乐部，除已明令拿办诸人外，其余概予免究。

（２）徐世昌任命王瑚为京兆尹。

（３）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成立于巴黎。

８﹐４（六，二０）

（１）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等通电辟复辟谣。

（２）徐世昌改派李纯为南北议和全权总代表。

（３）唐继尧电请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早日入川。

８﹐５（六，二一）

（１）外蒙王公来北京。

（２）曹锟、张作霖到北京。

（３）美国议员团抵上海，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同行（８﹐１４到北京）。

８﹐６（六，二二）广东大埔桂军与粤军（陈炯明部）开战，占峰市。

８﹐７（六，二三）

（１）徐世昌通缉王揖唐及安福系议员方枢、光云锦、唐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并

褫夺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边防军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陆军第九师师长魏宗瀚、第十五师师

长刘询、第十三师师长李进才及张树元官职。

（２）禁司法官列名党籍。

（３）任命山东督军田中玉兼署省长。

（４）外交部照会日使小幡，要求撤退中东铁路哈绥、哈长段日军。

８﹐８（六，二四）

（１）外交部照会公使团，要求引渡徐树铮等十人。

（２）定华俄道胜银行股本为教育基金。

（３）吕超正式任川滇联军兼川军总司令。

（４）武穴湘军哗变。

（５）远东共和国商务代表优林自恰克图赴库伦。

８﹐９（六，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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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

（２）派顾维钧为国际联合会（联盟）全权代表。

（３）离粤来滇之旧国会议决取消岑春烜之政务总裁，补选刘显世继之（一作７﹐９）。

（４）日使小幡声明收容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

姚国桢九人（李思浩避入华俄道胜银行）。

（５）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自恰克图抵库伦。

８﹐１０（六，二六）

（１）对土和约签字（中国未签，因中土未宣战）。

（２）刘存厚率田颂尧、赖心辉、唐廷牧等师自陕西汉中南进，号称【靖川军】，援熊克武。

８﹐１１（六，二七）

（１）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颜惠庆，内务张志潭，财政周自齐，陆军靳云鹏兼，海军萨镇冰，

司法董康，教育范源廉，农商王乃斌，交通叶恭绰（张为直系，王属奉系，靳、周、叶均接

近奉系）。

（２）湘军第一旅旅长张敬汤在汉口被捕（９﹐１０枪决）。

（３）广州军政府命桂军沈鸿英会同海军进攻闽南粤军。

８﹐１２（六，二八）

（１）陈炯明奉孙中山命在漳州誓师，分三路（右路第二军长许崇智，左路第一师长邓铿，

中路参谋长叶举）回粤讨岑春烜、莫荣新等（闽督李厚基、浙督卢永祥及奉天张作霖均资助

之）。

（２）奉军出关回防。

（３）日军在吉林东宁捕华人三百。

８﹐１３（六，二九）张作霖对日本记者谈话，不赞成吴佩孚之国民会议主张。

８﹐１４（七，一）

（１）特任王宠惠为大理院院长。

（２）云南旧国会补选刘显世为政务总裁。

８﹐１５（七，二）

（１）特任陈毅暂署西北筹边使，并下令优遇蒙人。

（２）陈独秀等主办之【劳动界】在上海出版（周刊）。

（３）中南银行成立于上海（荷印华侨黄奕住投资）。

８﹐１６（七，三）粤军右路许崇智占蕉岭。

８﹐１７（七，四）

（１）唐继尧电唐绍仪等，促往重庆设立政府。

（２）旧国会在云南开会，议决国会及军政府移设重庆。

（３）上海国民大会策进会成立（其它各地亦有相当举动）。

（４）粤军右路许崇智占大埔，中路叶举占饶平，左路邓铿占诏安。

８﹐１８（七，五）美使柯兰晤外次陈箓，盼于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到京后，优加礼待，并

与俄人修敦睦谊。

８﹐１９（七，六）

（１）粤军右路许崇智占梅县，中路叶举占潮州，潮汕镇守使刘志陆桂军败走（邹鲁之义勇

军蒋光鼐等应之）。

（２）川军刘存厚部占绵阳。

８﹐２０（七，七）

（１）特任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裁撤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

（２）明令免究近畿乱事（直皖战争）胁从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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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莫荣新宣布讨伐陈炯明，任命刘志陆为征闽军总指挥。

（４）粤军左路邓铿占汕头。

（５）张耀曾、谷锺秀、文群等宣言解散政学会。

（６）第三国际东方局代表胡定康告陈独秀，支持其组织中国共产党（翌日陈告张国焘，张

即返北京活动）。

（７）长沙姜济寰、易培基、方继夏等发起【俄罗斯研究会】，推彭璜、毛泽东、何叔衡、

包道平为筹备委员。

８﹐２１（七，八）

（１）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电复唐继尧、刘显世、吕超等，即赴重庆设立政府。

（２）李纯再辞北方和议总代表。

（３）赈山东、河南、陕西水旱兵灾。

（４）裁撤全国经界局，停办张恰铁路。

（５）加入万国电报公会。

８﹐２２（七，九）

（１）外交部答复日使收容徐树铮等照会，并要求勿令逃逸。

（２）湖南总司令谭延闿通电，主实行联邦制，民选省长。

８﹐２３（七，一０）

（１）俄旧党恩琴率众三千余人西侵外蒙古车臣汗（８﹐２０已出动）。

（２）优林自库伦抵张家口。

８﹐２４（七，一一）

（１）通县西北边防军宋子扬部哗变。

（２）陈炯明到汕头，委洪兆麟为镇守使，邹鲁为道尹，姚雨平为潮汕卫戍司令，马育航为

筹饷局总办，黄强为海关监督。

８﹐２５（七，一二）

（１）英法日公使抗议停付俄庚款。

（２）日使质问军警于日旅馆逮捕光云锦。

８﹐２６（七，一三）

（１）远东共和国商务代表优林抵北京。

（２）唐继尧、刘显世通电主由正式和会解决法律外交问题，废督裁兵实行民治。

（３）山东兖州兵变。

（４）赈直隶旱灾。

８﹐２７（七，一四）特派王清穆督办太湖水利工粮事宜。

８﹐２８（七，一五）日政府密令哈尔滨日军司令鼓动外蒙古王公独立。

８﹐３０（七，一七）

（１）特派孙振家署湖北省长。

（２）北京新国会闭会（自是解散）。

（３）外交部拟定与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交换有关中俄间之政治问题意见。

（４）新任义国公使杜腊酢呈递国书。

（５）张敬尧旧部湖南第二混成旅旅长刘振玉及团长王纪三等以在新化蓝田淫掠焚杀，经军

法审判，在长沙正法。

８﹐３１（七，一八）

（１）派唐在复为国际联合会全权代表。

（２）加封蒙古王公喇嘛官爵。

（３）国立北京大学赠与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法国前总理班乐卫及法国里昂大学校长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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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班以名誉博士学位（是为中国大学以学位授与外人之始，是月内阁通过解助中国学院

十万法郎）。

（４）粤军许崇智占老隆、龙川。

（５）哈尔滨以西之日军撤退。

８﹐

（１）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２）陈独秀、戴季陶（传贤）、张东荪、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定一）、陈望道、

沈雁冰（即茅盾）、周佛海、施存统、俞秀松、杨明斋等在上海筹商组织中国共产党，决定

先设置临时中央，并于各地成立支部（小组）（戴季陶、张东荪后未参加）。

９﹐１（七，一九）

（１）【新青年】杂志态度转变，陈独秀开始明白表示其无产阶级政治主张（时新青年编辑

部已自北京移设上海）。

（２）刘存厚之靖川军占领绵阳。

（３）第三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民族代表大会（９﹐８闭会）。

（４）靳云鹏电唐继尧、刘显世、李烈钧商南北和议。

（５）陕西胡景翼在三原宣布讨陈树藩（胡于７﹐２７被释）。

９﹐２（七，二０）

（１）特任鲍贵卿兼署吉林省长。

（２）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吴驻洛阳）。

（３）陈炯明致书粤籍将官奋起讨伐桂系。

（４）退集海参崴之捷克军全部撤去。

（５）外蒙古王公派代表至哈尔滨，向日人借款购械，谋起事。

９﹐３（七，二一）

（１）粤军邓铿、洪兆麟占平山。

（２）毛泽东在长沙开始鼓吹湖南自治。

９﹐４（七，二二）

（１）曹锟、张作霖出北京赴天津，与靳云鹏商时局（旋各回保定奉天）。

（２）鄂人反对孙振家为湖北省长。

９﹐５（七，二三）

（１）梁启超等创设【讲学社】，延聘各国学者来华讲演（梁等另有【共学社】之组织，编

译丛书）。

（２）俄旧党高梅阔夫在吉林被击毙。

（３）四川熊克武系之前敌各军总司令刘湘师长杨森占领成都，吕超败走（杨森原为滇军赵

又新之参谋长）。

（４）李烈钧自云南抵重庆。

９﹐６（七，二四）

（１）粤军许崇智、邓铿大破桂军沈鸿英、卢炎山于河源。

（２）湖南谭延闿电劝陆荣廷、陈炯明早息干戈，主以粤事还之粤人，确立粤省自治政府。

（３）山东郓城兵变。

９﹐７（七，二五）粤军许崇智、邓铿攻占河源，桂军沈鸿英、林虎败走（沈与马济不和，

不战而走）

。

９﹐８（七，二六）

（１）北京批准新疆省与俄国塔什干政府所订立之临时通商条约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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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刘存厚部师长田颂尧部入成都（９﹐１０刘存厚继至，仍称四川督军）。

（３）滇军军长顾品珍、赵又新等通电，主川滇息争。

９﹐９（七，二七）

（１）滇军顾品珍（金汉鼎、朱德）、赵又新反攻成都，为田颂尧、邓锡侯（均刘存厚部）、

唐式遵、杨森（均刘湘部）所败，退龙泉驿。

（２）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电劝湖南出兵进攻广西。

（３）公布库乌科唐镇抚使及所属各官署组织暂行条例。

（４）长沙文化书社成立。

（５）任命刘崇杰为驻日斯巴尼亚国兼葡萄牙国全权公使。

９﹐１０（七，二八）

（１）特任陈毅为库乌科唐镇抚使。

（２）调任胡惟德为驻日公使（代刘镜人）。

（３）外交部参事章祖申初次接见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

（４）曹锟、张作霖、李纯、吴佩孚、王占元、倪嗣冲、陈光远、卢永祥、阎锡山、赵倜、

李厚基、田中玉、陈树藩、张广建等复唐继尧、刘显世电，希望迅速进行和议，依法改选新

国会，外交诉诸舆论。

（５）发行整理金融无期公债六千万元。

９﹐１１（七，二九）

（１）令赶办直鲁豫各省急赈。

（２）任命王继曾为驻墨西哥国兼古巴公使。

（３）广东黄明堂在雷州独立。

９﹐１２（八，一）粤军将闽南各地，让还福建督军李厚基。

９﹐１３（八，二）

（１）外交部设立和约研究会。

（２）外蒙图谋独立，为驻库伦旅长褚其祥所平服。

（３）湖南省长谭延闿在长沙召集自治会议。

９﹐１４（八，三）

（１）陈炯明督许崇智、邓铿、洪兆麟、邓本殷、熊略等总攻惠州（桂军沈鸿英驻惠州为中

路，马济驻博罗为左翼，林虎驻龙冈为右翼）。

（２）准财政部发行整理金融民国九年短期公债六千万元（九年十一月一日至十年一月三十

一日），整理中国、交通两银行钞票。

９﹐１５（八，四）

（１）令定民国十年一月施行所得税条例。

（２）派曹锟督办畿辅旱灾赈粜事宜，王瑚帮办。

（３）陆荣廷通电警告陈炯明，劝罢兵修好。

（４）以俄旧党迫近库伦，驻军旅长褚其祥宣布临时戒严。

（５）【解放与改造】杂志改名【改造】。

９﹐１６（八，五）

（１）安徽督军兼长沙巡阅使倪嗣冲（皖系）免职，特任李纯兼长江巡阅使（未就）。张文

生暂署安徽督军（张为张勋旧部，驻徐州，因李纯、张作霖保而得皖督）。

（２）虎门炮台总台长谭耀堂对广州独立（朱执信、锺鼎基运动，一作９﹐６）。

（３）外交部声明愿与优林商谈商务及保护西伯利亚华侨问题，并防阻俄国党派滥入中国境

内。

（４）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姜济寰（咏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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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并派张丕宗赴北京接洽派员赴俄事。

９﹐（中旬）

（１）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之中国共产党北京临时支部（小组）成立，并刊行

【劳动者】

周刊。

（２）董必武（用威）、刘伯垂（芬）等中国共产党湖北临时支部成立于武昌。

９﹐１７（八，六）

（１）任命陈箓为驻法公使，刘式训为外交次长。

（２）日本宣布撤退伯力驻军。

９﹐１８（八，七）

（１）特任王瑚为江苏省长，夏寿康为湖北省长。

电外交部，报告会晤俄外长翟趣林情形。 （２）赴俄专员张斯

（３）日使小幡对庙街事件向外交部提出四项要求。

（４）李根源率海疆军援惠州，占马鞍山。

９﹐１９（八，八）

（１）日军允辽黑省电杆挂线。

（２）公布发行整理金融短期公债六千万元。

９﹐２０（八，九）

（１）粤军洪兆麟、邓本殷与桂军马济、林虎部战于惠州，不利（林虎本人已离粤）。

（２）旅沪湖北自治协会胡祖舜、张知本、范鸿钧、曹埃布尔等之【新湖北】月刊出版。

（３）外交部参事章祖申二次接见优林，以优林不克取得代表海参崴等地政府凭证，谈判中

止。

９﹐２１（八，一０）

（１）派王正廷为和约研究会会长，刘镜人、沈瑞麟为副会长。

（２）任命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奉系）。

（３）川军刘湘、杨森、邓锡侯、田颂尧攻占龙泉驿，滇军南退。

（４）国民党朱执信（大符）在广东虎门调解驻军之争，遇害，年三十六。

（５）特派李国筠为经济调查局总裁。

９﹐２３（八，一二）

（１）停止俄国驻华公使领事等待遇（优林活动之结果）。

（２）广东李耀汉旧部翟汪占高明。

９﹐２４（八，一三）

（１）旧俄公使抗议停止俄公使领事待遇事。

（２）哈尔滨俄国道胜银行悬法旗。

（３）孙中山电闽督李厚基，请命臧致平师助粤军。

（４）粤军梁鸿楷等攻占石龙，败桂军陈培坤。

９﹐２５（八，一四）

（１）接收天津俄租界。

（２）武穴兵变（张敬尧旧部毛鸿恩旅）。

（３）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抗议白党自中国境内侵犯赤塔铁路。

９﹐２６（八，一五）

（１）中日庙街扣轮交涉，日释放华轮。

（２）川军刘湘、杨森占领资中，滇军败走。

（３）广东民军徐维扬占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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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广州警察厅长第五军司令魏邦平、广惠镇守使（驻河南）第三路司令李福林独立，响

应粤军，请桂军返桂。桂军第二军林虎部营长陈铭枢亦在阳江独立，称第六军第一纵队司令

（第六军为李耀汉之肇军所编成，铭枢原属肇军，后改为粤军，铭枢任统领，至明年一月，

再改编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长，陈济棠为营长之一）。

９﹐２７（八，一六）

（１）苏俄二次对华宣言，声明八事：废除帝俄条约，交还各种权利，恢复商务，取缔旧党，

取销在华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交还中东铁路，互派外交官（仍由加拉罕署名）。

（２）粤军飞机一架在广州投发传单。

（３）岑春烜、林葆怿调停粤事，莫荣新要求代筹军饷五百万元。

（４）温宗尧、陈锦涛访美、英、法领事，请调停莫荣新与李福林、魏邦平之争。

（５）魏邦平部（郑润琦）占秀山，李福林部占三水。

（６）陆荣廷电莫荣新、杨永泰、李福林、魏邦平，赞成粤人治粤，惟陈炯明不得任督军。

９﹐２８（八，一七）

（１）接收汉口俄租界。

（２）广东海珠江防司令申葆藩以各舰响应粤军。

（３）日、英、美、法公使以新银行团借款范围目的通知外交部。

（４）李根源之海疆军进攻河源，为许崇智所败。

（５）川军刘湘、杨森占内江。

（６）美、英、法、日四使照会外交部，重伸殷望早日完成中国统一，届时新银行团将予以

协助。

９﹐２９（八，一八）

（１）驻美公使顾维钧与驻英公使施肇基对调。

（２）广东省议会议长林正 分别与林葆怿、莫荣新、魏邦平、李福林协议，维持广州现状，

进行调停。

９﹐（下旬）

（１）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约三十人），并设外文（俄文）学校，由杨明

斋主持（是年冬派刘少奇、彭述之、任弼时等八人赴俄，入东方大学）。

（２）张国焘、邓中夏（康）等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成立（

约四十人），天津（韩麟符、于方舟等）、济南、青岛、山西等地继之。

９﹐３０（八，一九）

（１）天津俄租界抗议接收。

（２）因俄商悬挂法旗，外交部向法使交涉（旋即解决）。

（３）李福林、魏邦平及陈炯明之代表黄强与海军将领林葆怿、汤廷光会议，推汤为广东督

军（汤为海军次长兼海圻舰长）并晤领袖法领事。

１０﹐１（八，二０）

（１）新银行团通告满洲除外（如南满铁路已筑支路及附近矿产，吉会、郑洮、长洮、开吉、

长吉、新奉、四郑各路都在除外之列），惟拟造之洮热路及其支路不在除外之例。

（２）莫荣新否认交卸广东督军（沈鸿英、马济等亦反对汤廷光督粤）。

（３）吉林交涉局令哈尔滨俄国各法院停办（旋即封闭，１１﹐１接收）。

（４）孙中山电请谭延闿出兵北江。

（５）驻琼州滇军蔡炳寰、何福昌，琼崖卫戍司令蒋超青等宣布独立，与粤军合作。

１０﹐２（八，二一）

（１）哈尔滨日本军人会议，商决外蒙借款（六百万元）购械事（外蒙代表参加，１０﹐６

回库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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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莫荣新向各界代表宣称期望和平，惟粤政权不能落于通段（祺瑞）祸粤者，桂军欠饷

及开拔费须有办法。

，请转达北京。 （３）苏俄外次加拉罕将二次对华宣言送交张斯

（４）裁撤长江巡阅使，特任李纯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为副使。

（５）吉林珲春朝鲜革命党人朴东明、金永植等联络俄过激党及胡匪攻破县城，焚毁日本领

事馆，戕杀日人十一名，日警一名（珲春事件）。

（６）古应芬奉孙中山命，携款十万八千元自香港赴汕头，接济陈炯明部（孙由沪陆续汇港

款十五万余元，均转汕头交陈）。

（７）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通电请唐继尧停战，撤回滇军，与四川和平相处。

（８）交通总长叶恭绰与华俄道胜银行经理蓝德尔签订中东铁路新合同，该路由中国管理（１

０﹐２０续订【补充协议】）。

（９）派员会办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赈粜事宜。

１０﹐３（八，二二）

（１）特任张国淦为平政院院长。

（２）任命章祖申为驻瑞典与挪威全权公使。

（３）派汪大燮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吕海寰免）。

（４）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谭鸣谦〔平山〕、陈公博）主办之【

劳动者】出版。

１０﹐４（八，二三）

（１）莫荣新复魏邦平，个人进退不成问题，惟在粤军队安顿须有妥当办法。

（２）广东各界和平维持会允予桂军以开拔费，请莫荣新于三日内交卸。

（３）湖南各界联合会会议，请谭延闿召集湖南宪法会议。

１０﹐５（八，二四）

（１）日本派兵入珲春（日人只认珲春之变为胡匪）。

（２）外交部照会各国使馆，外蒙古官府不得以林矿抵押借款。

（３）蒋中正自上海到汕头，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

１０﹐６（八，二五）

（１）日使小幡访外交总长颜惠庆，声明将出兵珲春。

（２）张作霖派兵赴珲春。

（３）谭延闿通电主粤人治粤。

１０﹐７（八，二六）

（１）湘西王育寅通电，推林修梅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育寅为常澧镇守使王正雅之子，７

﹐１９正雅被戕，育寅疑为谭延闿主使）。

（２）广东和平会允给莫荣新军费一百五十万元，并请汤廷光先就职。

１０﹐８（八，二七）

（１）日本外务省发表出兵珲春声明书。

（２）外交部允前俄使管理俄使馆房屋。

（３）海军海圻舰汤廷光以李福林、魏邦平等之推戴，在河南就任广东督军。

（４）川军师长杨森、田颂尧、邓锡侯攻占泸州，滇军第二军长赵又新阵亡。

（５）派陈毅兼库伦所属图谢图、车臣两盟金矿督办。

（６）湖南各公团议决【宪法会议选举法要点】

及【宪法会议组织法】（反对省议会所制订）。

１０﹐９（八，二八）

（１）令吉林督军迅平珲春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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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日政府决续派兵赴珲春龙井村。

（３）派朱启钤督理印行四库全书事宜。

（４）令交通部整理东省铁路。

（５）莫荣新布告，在驻粤各军安顿事宜未妥前，决不放弃权责。

（６）孙中山电浙督卢永祥，请赶拨闽军臧致平师子弹，俾得赴粤助战。

（７）广东西路民军周之贞占广宁（１０﹐１６占四会）。

（８）莫斯科消息报刊载远东问题专家 V。Vilensky论文称赞吴佩孚。

（９）公使团照会外交部请商订暂时管理俄人在华利益办法。

１０﹐１０（八，二九）

（１）外交部驳复日本出兵珲春声明。

（２）任命黄荣良为驻奥地利亚国公使。

（３）长沙各界举行自治运动游行大会，要求解散省议会。

（４）中东铁路公司与中国政府订约，将该路交由中国政府保管。

（５）上海工商友谊会主办之【伙友】周刊出版（与陈独秀有关）。

１０﹐１１（八，三０）

（１）林葆怿、蓝建枢等宣布南北海军统一。

（２）莫荣新否认交卸粤督，不承认汤廷光继任。

（３）孙中山电浙江督军卢永祥请拨助陈炯明子弹，由福建督军李厚基转交。

（４）交通部加收路电邮政捐，以救济北五省旱灾。

１０﹐１２（九，一）

（１）江苏督军新任苏皖赣巡阅使李纯自杀（？

），年五十岁（

１８７１至１９２０），遗嘱以齐燮元继任督军。

（２）外交部再抗议日军在珲春行动。

（３）英国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等之邀，来华讲学，抵上海。

１０﹐１３（九，二）任命阎相文为第二十师师长（直系）。

１０﹐１４（九，三）

（１）日外务省再发表出兵珲春剿匪声明书。

（２）唐山开滦煤矿爆炸，死伤工人五、六百名。

（３）旧国会议员以重庆被熊克武围攻，宣言另觅地点开会。

（４）上海公共租界华人顾问委员会成立。

１０﹐１５（九，四）

（１）川军但懋辛、刘湘、赖心辉、刘伯承攻占重庆，滇黔军不和，李烈钧、王文华、杨庶

堪、吕超等出走（李入湘，王赴沪），军政府瓦解，旧国会议员东去，滇军顾品珍退向云南，

黔军由卢涛、谷正伦率领退向贵州，滇军旅长鲁子才遇害（熊克武入重庆，亦以四川督军自

居）。

（２）粤军许崇智大破李根源、沈鸿英、莫正聪，再占河源（１０﹐１２一度退出）。

（３）特任齐燮元代理江苏督军。

（４）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林修梅进攻常德澧县，败第十区守备司令李韫珩。

（５）奉吉两省续派军队赴珲春剿肇事韩人。

（６）英、法、美、日四国新银行团在纽约订立合同，新银行团正式成立。

（７）公使团承认中国收回俄租界。

１０﹐１６（九，五）

成立协议，给予自由通行及领事权利。 （１）苏俄与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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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北京晨报记者瞿秋白自北京赴俄国。

１０﹐沈定一、施存统、俞秀松等之浙江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杭州成立（约二十人，宣中华等

在内，南京、芜湖、安庆继之）。

１０﹐１７（九，六）

（１）国立北京大学举行第二次授名誉学位典礼，赠美国哲学家杜威以哲学博士学位，前美

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以法学博士学位。

（２）任命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曹 为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师

师长，王用中、董政国、彭寿莘、孙岳为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直

系）。

（３）举办义赈奖券，赈北五省旱灾。

１０﹐１８（九，七）

（１）国际统一救灾会在北京成立。

（２）日本陆续向珲春增兵。

（３）新任秘鲁公使富瑞呈递国书。

（４）湘边滇军朱培德等攻占广东韶州。

（５）庙街中日事件调查结果发表（参看３﹐１１）。

（６）陈炯明、许崇智、蒋中正相继到河源。

１０﹐１９（九，八）派陆征祥为赈务督办。

１０﹐２０（九，九）

（１）特任田中玉暂署山东省长，齐耀珊免。

（２）江苏省议会要求废除督军。

（３）中美关税协议在华盛顿签订，进口货照价值百抽五。

（４）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上海开第六次会议（１１﹐２１闭幕）。

１０﹐２１（九，一０）

（１）外蒙王公电请惩办私借日款之喇嘛。

（２）苏俄红党攻占赤塔，败白党谢米诺夫。

１０﹐２２（九，一一）

（１）外交部覆拒公使团１０﹐９之要求。

（２）粤军洪兆麟、邓本殷、翁式亮攻占惠州。

１０﹐２３（九，一二）

（１）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三次宣言，反对北方与南方一二人私相勾结谋和。

（２）广州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烜宣言引退。

（３）粤军攻占博罗。

（４）俄旧党谢米诺夫部恩琴勾结外蒙活佛及蒙人，向库伦进迫，旅长褚其祥连电告急。

１０﹐２４（九，一三）

（１）广州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烜、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宣言解除职务，并希望召集国

会，迅谋统一。

（２）岑春烜、温宗尧、李根源离广州赴上海（１１﹐２到上海）。

（３）粤军飞机队总指挥杨仙逸等在广州散发传单。

１０﹐２５（九，一四）

（１）京奉车在山海关附近因桥梁折断，坠入河中，旅客伤亡四百余人。

（２）驻海参崴军事机关撤销。

（３）孙中山电请湖南师长赵恒惕等助林修梅援粤。

（４）粤军第一军占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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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广东民军周之贞、袁带、袁嘏九占东莞。

１０﹐２６（九，一五）

（１）俄旧党恩琴袭库伦，与驻军旅长褚其祥、团长高在田等激战。

（２）广东督军莫荣新通电取消自主。

（３）派何佩瑢督办湖北官矿事宜。

１０﹐２７（九，一六）

（１）司法部设立改组吉、黑两省俄国法院委员会。

（２）粤军蒋中正占增城。

（３）杨永泰将广东省长印交魏邦平。

（４）广州英领事葛福向莫荣新保证分期付与军饷二百万元。

（５）莫荣新炸毁广州兵工厂，即离广州。

（６）苏俄照会北京政府，愿派代表来华。

１０﹐２８（九，一七）

（１）开复陆建章原官勋位勋章。

（２）莫荣新将广东督军印交汤廷光。

（３）高雷镇守使林俊廷宣布归附粤军。

（４）冯自由上书孙中山，建议改进党务，加强党之纪律及宣传。

１０﹐２９（九，一八）

（１）粤军洪兆麟、魏邦平、李福林入广州。

（２）广东各界推汤廷光兼省长。

１０﹐３０（九，一九）

（１）中日参战借款，展期一年偿还。

（２）颁布管理旅华俄侨规程。

（３）俄旧党迫近库伦，褚其祥迎战不利。

（４）徐世昌令筹办统一善后事宜，并令内政部依民国元年国会组织法，筹办选举事宜（即

新新国会，因直系反对，未成）。

１０﹐（下旬）

（１）张国焘、邓中夏在长辛店创立【工人子弟学校】（１９２１﹐１改为工人补习学校）。

（２）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九十余人自上海抵马赛（邓小平即阚泽高等在内）时勤工俭学生约

一千二百余人。

１０﹐３１（九，二０）

（１）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以军政府政务总裁名义，通告中外，否认统一，军

政府依然存在。

（２）靳云鹏分电岑春烜、孙中山、唐绍仪等，说明和平统一令。

（３）苏俄外长翟趣林致书孙中山（１９２１﹐６﹐１４收到）。

会，翟趣林致词，盼中俄携手解除外力干涉。 （４）苏俄外交部举行欢送张斯

１１﹐１（九，二一）

（１）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就任广东省长职，否认岑春烜、莫荣新取消军政府及取消广东自主

之宣言。

（２）湖南总司令谭延闿、师长赵恒惕等通电否认岑春 等取消自主之宣言，湘省与护法各

省一致，并宣布湖南实行自治，以树联省自治之基。

（３）张謇召开南通自治会议。

１１﹐２（九，二二）

（１）察哈尔援军一营到库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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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军政府（孙中山等）免林葆怿职，以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林永谟为第一舰队总司令。

（３）日使小幡促谈判珲春事件。

，谓中俄将团结一致，促使帝国主义败亡。 （４）列宁接见张斯

（５）优林向外交部提出其代表海参崴及阿穆尔政府凭证。

（６）陈炯明到广州。

（７）湘军第一旅长宋鹤庚败林修梅之靖国军，占领慈利、桑植。

１１﹐３（九，二三）

（１）法使柏卜照会外交部请加入国际著作权公约。

（２）驻恰克图军回援库伦。

（３）孙中山电覆曹锟、吴佩孚，主恢复法统，化兵为工（１０﹐２９曹吴电孙，赞同国事

依法解决）

。

１１﹐４（九，二四）

（１）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会议席上说明修改章程之意义。

（２）广西督军谭浩明宣布取消自主。

（３）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蒋中正克清远，桂军马济、林虎部北走。

（４）北京国务院征求各省对于新银行团借款意见。

（５）特派张謇督办吴淞商埠事宜。

１１﹐５（九，二五）

（１）山东督军田中玉电请废督（鲁人曾请以吴佩孚督鲁）。

（２）旧俄军据库伦西北高地，以炮轰城（翌日被击退）。

（３）唐继尧电孙中山，否认１０﹐３０徐世昌之统一令。

（４）孙中山、伍廷芳电靳云鹏，主赓续和议，谋事实上之统一。

１１﹐６（九，二六）

（１）特派王宠惠为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张一鹏为副委员长。

（２）汤廷光将广东督军省长印交陈炯明。

（３）蒋中正以陈炯明疑忌，离粤赴沪。

（４）各省旅京人士组织之自治联合会成立。

（５）四川省议会通电主张自治。

１１﹐７（九，二七）

（１）全国和平联合会反对在广州重设军政府，粤人因受陈炯明之指使，亦通电反对。

（２）陈独秀李季之【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刊行（１９２１﹐７﹐７停刊，共出六期）。

（３）徐世昌召开统一善后事宜筹备会议，全体阁员及梁士诒与岑春烜代表出席。

（４）李大钊张国焘等主办之【劳动者】在北京刊行。

（５）林葆怿离粤赴上海。

１１﹐８（九，二八）库伦战事未已，褚其祥置活佛于公署，并监视勾引俄军之王公，公使

团要求设法保护该处侨民。

１１﹐９（九，二九）

（１）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会议席上解释【训政】之意义。

（２）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电西南各省，宣布岑春 等罪状，赞成谭延闿、赵恒惕１１

﹐１通电主张。

（３）攻击库伦之俄军败退图拉河布哈等处。

１１﹐１０（一０，一）

（１）日使小幡向外交部提出珲春撤兵条件四项，将来延吉方面若再有如此之事变，日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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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出兵。

（２）张作霖派于冲汉赴日，交涉珲春撤兵事。

（３）苏俄电北京政府，谓应库伦中国官吏请求，出兵外蒙，助华扑灭旧党（白俄）。

（４）远东共和国迁都赤塔。

（５）陈炯明就广东省长职，并宣布废督。

（６）林葆怿以各舰反对北归，即离粤，由林永谟代理舰队司令。

（７）黔军旅长卢焘、谷正伦、何应钦、胡瑛入贵阳，逼走刘显世（卢等为王文华部，王为

刘之外甥）

。

１１﹐１１（一０，二）

（１）唐继尧宣布云南闭关自治。

（２）湖北增置施宜、蒲通两镇守使。

１１﹐１２（一０，三）

（１）福州日人殴伤学生案终结，日政府道歉，给恤金一千三百元。

（２）俄蒙军又迫近库伦，形势危急（恰克图已失守，库伦被围）。

１１﹐１３（一０，四）

（１）贵阳变乱，贵州省长兼靖国联军副司令刘显世为卢焘等所迫，通电解职，巨绅郭子华、

熊铁岩等全家被杀。

（２）粤军第二军长许崇智与陈炯明不协，自粤到沪。

（３）美使馆副武官 JohnMagruder等十六人自北京到库伦（停一周，偕蒙古贸易公司矿师

EdwinW。

Mills等返北京）。

１１﹐１４（一０，五）

（１）湖南第十二区守备司令萧昌炽（谭延闿部）在平江被杀（

第六区守备司令李仲麟主使，李为程潜旧部，程谭水火已久）。

（２）北京国务院设立筹办统一善后会议事务处。

１１﹐１５（一０，六）

（１）粤军占领肇庆，桂军韦荣昌、马济、林虎退都城。

（２）卢焘任贵州代理总司令，任可澄为省长。

（３）驻福建永定浙军与粤军冲突。

（４）第十一师李奎元在直隶高阳哗变。

（５）国际联盟第一次正式会议。

１１﹐１６（一０，七）

（１）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声告徐树铮于１１﹐１４晚脱逃。

（２）外交部照覆日使，促即撤退珲春日军，并拒绝日本将来可再出兵之要求。

（３）教育部定【卿云歌】为国歌。

１１﹐１７（一０，八）

（１）粤军占领廉州。

（２）徐世昌令筹备选举及自治（明年４﹐１选众议员，４﹐２０选参议员）。

（３）交通财政两部与英福公司签订清（清化）

孟（孟津）支路合同。

（４）直隶省议会电请各省议会选派代表共同制立省自治法。

１１﹐１８（一０，九）

（１）公使团提出管理俄侨条件（关于租界、法权、公证人及行政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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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湖南省议会议决废除督军，谭延闿即宣布解除湖南督军，专任省长，并推赵恒惕继任

湘军总司令。

（３）曹锟请免调冯玉祥旅援库伦（时库伦形势已稍缓和）。

（４）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允撤退珲春日军。

１１﹐１９（一０，一０）中国国民党修正总章及海外总支部章程。

１１﹐２０（一０，一一）

（１）旅日华侨向北京大理院控徐世昌营私受贿，违法虐民。

（２）驻海参崴之【海容】军舰回国。

（３）日英美法公告四国新银行团成立。

（４）俄蒙军扰乌德叨林。

（５）黄爱、庞人铨组织之【湖南劳工会】在长沙成立。

１１﹐２１（一０，一二）

（１）陆荣廷通电退出广东。

（２）湖南第六区（醴陵）守备司令李仲麟（程潜系）、第三旅鲁涤平部团长张振武、郭步

高均与平江变兵所推之第十二区司令于应祥联合，要求谭延闿下野，拥戴赵恒惕。

１１﹐２２（一０，一三）

（１）贵州代总司令卢焘、混成旅长胡瑛、谷正伦、何应钦、张春蒲、窦居仁等（均王文华

部）宣布与西南护法各省一致。

（２）湖北锺祥兵变。

（３）外交部向日使质问徐树铮脱逃事。

１１﹐２３（一０，一四）

（１）谭延闿被迫解职（赵恒惕继任湖南总司令）。

（２）徐世昌公布参众两院选举日期。

１１﹐２４（一０，一五）

（１）北京派张景惠、邹芬为援库总司令，褚其祥、高在田为库防总副司令。

（２）日人又在厦门建筑警察署。

１１﹐２５（一０，一六）

（１）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自上海赴粤（许崇智昨先行）。

（２）派王景春为东省铁路会办。

（３）赵恒惕就湖南总司令职（１１﹐２７谭延闿离长沙赴上海）。

１１﹐２６（一０，一七）湖北襄阳兵变（第七师）。

１１﹐２７（一０，一八）苏俄以旧党恩琴败退，致书北京，声明库伦形势和缓，暂不出兵。

１１﹐２８（一０，一九）

自莫斯科回抵北京，携回９﹐２７苏俄二次对华宣言。 （１）张斯

（２）林支宇就湖南省长（省议会所选）。

１１﹐２９（一０，二０）

（１）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等在广州开军政府政务会议，任命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林

支宇为湖南省长（孙兼内政部长，伍兼外长，唐兼财政，唐继尧兼交通，陈炯明任陆军，徐

谦任司法，李烈钧任参谋总长）。

（２）外交部驳覆公使团所提出之管理俄侨条件。

（３）宜昌第十三混成旅以欠饷哗变，日本商店住宅十四家被掠，三家被焚。

１１﹐３０（一０，二一）

（１）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照会外交部：（１）

提议废除不平等条约，（２）恢复领事，（３）拒绝道胜银行对中东路之要求，（４）发展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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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业，（５）

恢复邦交。

（２）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与优林初次会谈，提出先决条件四项（俄方不在中国境内作不

合于中国社会之政治宣传，赔偿华侨损失，保护华人安全等）。

（３）派魏宸组为国际联合会代表。

（４）外交部调查在华外国邮局。

（５）万国邮政大会通过撤废在华客邮案。

（６）曹锟等在保定开会，反对废督。

１２﹐１（一０，二二）

（１）孙中山、伍廷芳等宣言：（１）厉行自治，（２）普及教育，（３）发展商业，（４）整

理财政，（５）废督裁兵。

（２）陈炯明下令广州禁赌。

（３）命各省官吏认真保护俄侨（为应付公使团）。

（４）日本外务省训令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向中国要求在珲春头道沟、百草沟、局子街设置

警察，并保留出兵权。

（５）发行赈灾公债。

１２﹐２（一０，二三）

（１）江苏省议会废除取缔茧行条例，机工等捣毁议会，殴打议员。

（２）北京阁议暂不废督。

（３）日本建议英国，修改对华禁运军火令。

１２﹐３（一０，二四）

（１）特任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时直奉竞争颇烈，王继任，但未就，张作霖保张勋，曹

锟及徐世昌主以齐燮元署江苏督军），又任命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

（２）日本禁止东海滨省加入远东共和国。

１２﹐４（一０，二五）外交部拒绝在头道沟、百草沟、局子街等处设立日警，并保留珲春

出兵之要求。

１２﹐５（一０，二六）

（１）中国银行团（内国银行团）在上海成立。

（２）中国加入无线电报公会。

（３）长沙军队借口欠饷变乱（变兵属程潜系，主使者为李仲麟，谋倒赵恒惕，与湘西之李

烈钧滇军有联络，李部系自四川经贵州退湘西麻阳黔阳一带）。

１２﹐６（一０，二七）

（１）陈炯明裁撤广东各道道尹，并重申禁赌禁烟令。

（２）李大钊发起【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

。

１２﹐９（一０，三０）日本自行在珲春头道沟、百草沟、局子街设置警察。

１２﹐１０（一一，一）

（１）旧俄军恩琴东扰车臣汗。

（２）川军将领刘湘等在重庆会议，议决制定省自治法。

１２﹐１１（一一，二）曹锟、张作霖、王占元、卢永祥、陈光远、齐燮元等电唐继尧、刘

显世，商议统一，谓议和不必拘于形式。

１２﹐１３（一一，四）

（１）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废督裁兵，徐世昌、靳云鹏拒见。

（２）四川第二军军长刘湘、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等通电主四川独立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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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四川督军刘存厚。

（３）外交部致优林节略，提出赔偿华侨损失，切实保护华商，资遣华工回国。

（４）优林函外交部承认１１﹐３０中国之四项条件（即不在中国作与中国社会不合之宣传

等），盼早日开议。

（５）湖南劳工会创设阅报处于长沙（１２﹐１６创设【工人夜校】）。

１２﹐１４（一一，五）外交部二次照会日使，引渡安福系之段芝贵等八人，如再脱逃，日

使应负责。

１２﹐１５（一一，六）

（１）暹罗政府允减收华侨重税。

（２）中国代表顾维钧当选为国际联盟行政院非常任理事（一作１２﹐２１）。

（３）北京大学学生郭梦良、陈顾远、费觉天之【评论之评论】出版（季刊，共出四期）。

（４）国立东南大学筹备处成立（翌年七月郭秉文任校长）。

１２﹐１６（一一，七）

（１）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自上海赴广州（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２）顾维钧在国联声明于下届国联开会时提出鲁案。

（３）英属南洋群岛颁布学校注册条例，极不利于华侨教育（华侨群起反对）。

（４）熊克武通电赞成四川独立自治，刘存厚通电反对。

（５）江西省议会通过民选省长案。

（６）陕甘鄂豫直鲁地震（以甘肃固原海原为最烈，死伤约十万人）。

１２﹐１７（一一，八）优林函外交部，要求遣送东省铁路区内白党，商谈直接通车。

１２﹐（中旬）中日韩社会主义者在上海开会（第三国际策动）。

１２﹐１８（一一，九）财政部通令缓行所得税。

１２﹐１９（一一，一０）李烈钧滇军占湖南沅陵，谋合李仲麟湘军取长沙。

１２﹐２０（一一，一一）优林再函外交总长颜惠庆，重申１２﹐１７要求。

１２﹐２１（一一，一二）北京交通部挪用赈款，直、鲁、豫、晋、陕人民反对。

１２﹐２３（一一，一四）新嘉坡华侨以英属海峡殖民地颁布学校注册条例，派代表回国请

愿。

１２﹐２４（一一，一五）

（１）中日庙街（尼港）事件解决。

（２）湖北省长夏寿康自汉口移往武昌（夏与王占元不协，久不敢移入武昌）。

１２﹐２５（一一，一六）

（１）特派顾维钧为国际联盟行政院代表。

（２）湖南总司令赵恒惕捕杀第六区守备司令李仲麟、团长瞿维臧及易象叶隆柯等七人（均

程潜系）。

（３）旅沪皖人张秋白、丁象谦等之【新安徽】

出版，鼓吹自治。

１２﹐２７（一一，一八）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与甘肃各镇守使马骐、马廷勷、裴建准、马麟

宣告与督军张广建脱离关系。

１２﹐２９（一一，二０）

（１）北京特派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特任谭浩明、李静诚为广西督军省长。

（２）调任王广圻为驻荷兰公使，唐在复为驻意大利公使。

（３）广西取消自主，明令筹妥善后。

（４）测勘北京上海航空路线竣事。

１２﹐３０（一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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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熊克武通电辞去四川督军职，主张自治。

（２）北京任熊克武代张澜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杨森、陈洪范、刘成勋、但懋

辛、邓锡侯、邱华玉、陈国栋、余际唐、陈能芳等九人，分任四川各处镇守使。

（３）军政府任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

（４）北京令四川督军刘存厚等筹划川省善后事宜。

１２﹐３１（一一，二二）

（１）特任蔡成勋为甘肃督军（未到前由陆洪涛护理）兼署省长，马福祥为绥远都统。

（２）外交部向苏俄抗议，否认曾请其出兵援助库伦。

（３）伦敦中国使馆否认库伦中国官吏曾请苏俄出兵讨旧党。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２１──中华民国十年辛酉

１﹐１（一一，二三）

（１）公布卿云国歌。

（２）孙中山在广州军政府讲演，主建立正式政府。

（３）令拨银六万元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旱灾。

（４）令各省省长及省议会各派选一人来京组织地方行政会议，讨论地方自治。

（５）京汉铁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

（６）粤汉铁路罢工。

（７）陈炯明之代表陈演生将漳州移交福建督军李厚基。

１﹐２（一一，二四）蔡元培到巴黎，调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情形，并筹设里昂中法大学。

１﹐３（一一，二五）蓝天蔚、黎天才等因川军压迫，自夔巫退驻鄂西，与王占元军相战。

１﹐４（一一，二六）周作人、沈雁冰（茅盾）

、郑振铎（西谛）、许地山（落花生）、叶绍钧、耿匡（济之）、瞿世英（菊农）、王统照、郭

绍虞、孙伏园等之【文学研究会】成立于北京（一作１﹐１）。

１﹐５（一一，二七）中国否认曾请苏俄出兵协助扑灭进犯外蒙之俄旧党。

１﹐６（一一，二八）

（１）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复宣言，希望北京政府继续和议。

（２）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谓延珲日军将陆续撤退，质问中国对该处日侨能否负保护全责，

并要求驱尽韩党。

（３）俄旧党阿年阔夫在新疆古城奇台暴动（寻被解决）。

１﹐７（一一，二九）

（１）改宁夏护军使为镇守使，以马鸿宾任之。

（２）云南唐继尧与慎昌洋行订立云南矿山借款协议（拟组织明兴公司采矿，以滇人反对，

未成）。

（３）公布国有铁路会计条例。

（４）公使团照会外交部，质问库伦俄侨被虐。

１﹐８（一一，三０）

（１）吉林省与珲春日军官商订暂时办法四条。

（２）交通部与美国费得拉尔签订无线电台借款合同，共美金四百六十二万金元。

（３）哈尔滨戊通航业公司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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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教育部停送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时学生约二千人，多失业，由华法教育会救济）。

（５）四川军长刘湘、但懋辛再电表示自治决心，对南北均不为左右袒。

１﹐９（一二，一）中东路督办宋小濂与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托夫订立中东路与贝加尔路

临时交通办法（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之要求）。

１﹐１１（一二，三）

（１）海军部与英国亨达利乔公司签订水面飞机借款合同一百二十九万七千二百镑（九二折

算）。

（２）吉林督军鲍贵卿与日本正金银行订借日款二百万元（九七折）。

１﹐１２（一二，四）

（１）熊克武否认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长，主张自治。

（２）旧国会复在广州开会。

（３）发行民国九年赈灾公债四百万元。

１﹐１３（一二，五）广西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班香甫占领芦利（百色、西隆、恩隆、隆安、

恩阳、上林等时均已为占领）。

１﹐１４（一二，六）

（１）裁撤河南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成慎）。

（２）西藏达赖派代表至甘肃。

（３）俄蒙军三路猛攻库伦，断我粮道，库防危急，陈毅、褚其祥等连电乞援。

（４）赵恒惕、林支宇邀集湖南各团体及报馆代表商省自治根本法（省宪法）。

１﹐１５（一二，七）

（１）交通部与内国银行团订车辆借款。

（２）派驻珲春地方之日军部份撤退（仍留二个中队）。

１﹐１７（一二，九）中日珲春交涉，日使提出四条件，外交部拒绝。

１﹐１８（一二，一０）英美法日四国公使正式照会外交部，四国新银行团成立。

１﹐１９（一二，一一）

（１）公使团以库伦俄侨被虐事，提出八条件。

（２）财政部与汇丰、花旗、汇理、正金四银行代表订赈灾借款四百万元。

１﹐２０（一二，一二）云南叶荃军（靖国联军第八军）在宜良反抗唐继尧，拥戴顾品珍（时

顾驻宣威）。

１﹐２１（一二，一三）

（１）四川第二军军长刘湘、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等否认北京政府任命，

决以川人自立自治。

（２）伍廷芳通告自２﹐１起，广州海关须服从军政府命令。

１﹐２２（一二，一四）

（１）英日抗议中美无线电台借款合同。

（２）上海会审公廨以伍廷芳已离租界，不在该公堂管辖之内，注消停止支取广东关余案。

１﹐２５（一二，一七）

（１）北京晨报记者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抵莫斯科（１９２０﹐１０﹐１６离北京）。

（２）北京外交部请英使勿取消对华禁运军火令。

１﹐２６（一二，一八）

（１）直隶省与中英银公司订立沧（沧州）石（石家庄）路借款一千万元。

（２）特派张勋督办热河林垦事宜（时因张作霖力保张勋任苏皖赣巡阅使，直系反对，故有

是命，以为热察绥巡阅使之准备）。

（３）北京外交团议决，令广州领事通知伍廷芳，不准干预海关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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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一二，一九）

（１）北京外交部向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提出中俄通商先决条件五条。

（２）接收德国归还观众台天文仪器（庚子年掠去，因欧战退还）。

１﹐２８（一二，二０）

（１）中日军事协议取消。

（２）贵州代总司令卢焘通电实行自治。

（３）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在信阳截留路款二十万元。

（４）英军舰在江西内河鸡笼山处停泊。

１﹐２９（一二，二一）教育部令阻勤工俭学生赴法。

１﹐３０（一二，二二）俄旧党恩琴猛攻库伦附近之毛笃庆。

１﹐３１（一二，二三）

（１）特派陆荣廷督办广西边防军务。

（２）俄旧党恩琴及蒙匪劫持库伦活佛（活佛原被监视，陈毅到库将其放回）。

（３）日本政府声明中国到期借款（约一万五千万）如再不还，将实行监督财政。

（４）奉天军需向财政部拍案索饷，得二百万元。

１﹐（１）陈独秀在广州成立中国共产党支部（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内），并开始农民运动。

（２）胡定康携陈独秀函自上海到北京，晤李大钊、张国焘。

２﹐１（一二，二四）

（１）湖南造币厂及湖南总商会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一百二十万元（九八折）。

（２）旅沪浙人张静庐、童一心、吴天放等之【新浙江】出版，倡导自治。

２﹐２（一二，二五）

（１）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拒外交部要求，并诘责中国对俄措置之种种不当。

（２）中英银公司声明津浦及沪宁、沪杭甬路购车优先权。

（３）驻库伦之褚其祥旅高在田团均为俄旧党及蒙匪所败。

２﹐３（一二，二六）

（１）俄旧党恩琴及蒙匪陷库伦，镇抚使陈毅等走恰克图（传闻张作霖与俄旧党有联络）。

（２）办理总领事事务之陈广平到莫斯科。

２﹐５（一二，二八）

（１）滇军顾品珍自宣威进军昆明（或云顾受政学系李根源运动）。

（２）明令设立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

２﹐８（一，一）

（１）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因无工作，华法教育会又不肯维持，要求驻法公使电国内设法。

（２）唐继尧因受顾品珍叶荃之逼，自昆明出走海防（过蒙自留一宿，即赴海防，转往香港）。

２﹐９（一，二）

（１）外蒙活佛宣布独立，俄人恩琴为总司令，日人山田为参谋长。

（２）顾品珍进入昆明，代唐继尧为云南总司令（时朱德任顾部旅长，至是顾以之为宪兵司

令兼警察厅长）。

（３）浙督卢永祥请缓办国会选举。

２﹐１１（一，四）

（１）日人侵占胶县民田（结果每亩给五十元）

。

（２）外交部发出覆俄国劳农政府宣言称愿依平等互惠精神相机商谈，并盼先行保护华侨。

２﹐１２（一，五）外蒙活佛通知土谢图汗等部，准备粮草，以备应用。

２﹐１３（一，六）陈独秀、沈定一（玄庐）、谭鸣谦（平山）、陈公博主办之【劳动与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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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在广州出版。

２﹐１４（一，七）

（１）江西督军陈光远解散自湖南退赣之暂编第一师张宗昌部（

时宗昌受张作霖运动，举兵攻陈失败）。

（２）鄂西蓝天蔚、黎天才、吴醒汉军均为王占元部孙传芳等所消灭。

２﹐１５（一，八）

（１）广州市暂行条例开始实施，孙科任市长。

（２）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接收哈尔滨各机关，改悬中国国旗。

２﹐１６（一，九）

（１）美使要求维持无线电台合同。

（２）日使抗议中美无线电台合同（谓为违背中国与日商三井所订合同）。

（３）设立哈尔滨市政局。

（４）福州船厂向美商慎昌洋行借款三十万元。

２﹐１７（一，一０）

（１）香港英按署判禁支取广东关余。

（２）四川熊克武系军长但懋辛、刘湘、刘成勋自重庆进攻成都之刘存厚。

２﹐１８（一，一一）

（１）湘西王育寅部战败，由省军旅长唐生智收编。

（２）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成立于香港。

２﹐１９（一，一二）

（１）北京财政部拟订整理内债办法。

（２）因苏俄在天津、北京、上海、青岛、哈尔滨设立机关，北京参陆办公处通知各地查禁

共产党宣传。

２﹐２０（一，一三）

（１）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商外交部，愿协助进攻库伦俄旧党，拒之。

（２）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筹集赴俄团员旅费。

２﹐２１（一，一四）

（１）特任赵从藩为江西省长，代戚扬（赵未就，由杨庆鋆护理）。

（２）刘存厚因熊克武等之攻击，自成都退向绵阳、梓潼、保宁（旋因驻顺庆第五师长何光

烈、驻泸州第九师长杨森之调解，战事停止）。

（３）外蒙活佛大会，俄蒙首领于库伦，决建大蒙古帝国，分设各部总长。

２﹐２２（一，一五）

（１）顾维钧被举为修改国际联盟盟约委员。

（２）直隶长垣黄河水灾。

２﹐２３（一，一六）湖北沙市第八师兵变。

２﹐２４（一，一七）靳云鹏向曹锟、张作霖声述财政困苦情形。

２﹐２５（一，一八）苏俄外次照会北京政府，促于两周内答复是否预备接待苏俄代表（由

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转，时尚未接到２﹐１１中国外交部照会）。

２﹐２６（一，一九）沧石路开工。

２﹐２７（一，二０）留法勤工俭学生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

利瓦伊汉等之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华工二百余人包围驻法使馆，要求救济，法国警察干涉，殴

伤多人。又向法华教育会请愿，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与工学互助团（社会主义青年团成

立于１９２０年夏，为第三国际所策动，由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

２﹐２８（一，二一）蔡元培宣布停止留法勤工俭学会对学生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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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一，二二）

（１）湖北督军王占元召川滇黔桂湘赣等省代表会议，订立联防条约（时传为七省联盟）。

（２）外蒙人民革命党在买卖城举行第一次大会。

３﹐２（一，二三）

（１）英日续盟期迫，北京政府再电驻英日两使，向英日政府声明，续盟约中有涉及中国事

项或字样，须先得中国政府之同意。

（２）外交部电驻英公使顾维钧，指示对苏俄谈判方针。

３﹐３（一，二四）

（１）上海造币厂向四国银行借款二百五十万元成立。

（２）公布整理公债办法（此系银行公会要求，否则不再承购公债）。

（３）浙江督军卢永祥二次通电，主缓办国会选举。

（４）开滦煤矿罢工。

（５）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要求加资（六日解决）。

３﹐４（一，二五）

（１）湖南省自治根本法起草委员会推李剑农为主席。

（２）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电邀唐继尧来广州。

（３）美国驻日代办向日本外务省抗议三井洋行与中国所订无线电台合同违反中美条约。

３﹐５（一，二六）

（１）蒋中正上书孙中山，主缓选总统。

（２）湖南省长林支宇因受军人排斥，辞职（林与孙中山近，与湖南总司令赵恒惕不合，一

说不见容于谭延闿系之师长宋鹤庚、旅长张辉赞等）。

（３）国务院通电召集军事财政会议。

３﹐６（一，二七）

（１）以俄旧党在中国边境活动，令黑省设防。

张家口戒严。

（２）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成立，苏兆征、林伟民主之。

３﹐７（一，二八）

（１）黑龙江与远东共和国在满洲里签订中俄边境交通协约。

（２）新任丹麦公使欧恩施呈递国书。

（３）俄旧党谢米诺夫部福列查斯基等四人在北京被捕（前俄使馆人员请外交团要求释放，

不果）。

（４）前清端郡王载漪自西北潜回北京。

３﹐８（一，二九）

（１）特任刘承恩为湖北省长（夏寿康遭王占元反对，不克到任）。

（２）驻英公使顾维钧约晤苏俄驻英代表克拉辛，盼中俄先在伦敦磋商，再派员前往北京。

（３）派王宠惠充修改国际联盟盟约委员研究会委员。

（４）长沙湖南劳工会发布反对华实公司垄断第一纱厂传单。

３﹐９（一，三０）

（１）库伦俄蒙军攻叨林。

（２）唐继尧自香港到广州，晤孙中山。

３﹐１０（二，一）

（１）交通部将北京铁路管理、邮电、上海工业专门（南洋）、唐山工业专门（路、矿）四

校合并，改组为交通大学。

（２）新任驻美公使施肇基呈递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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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美国务卿 AlveyA。Adee训令美公使柯兰，使馆区内不得容留华人。

３﹐１１（二，二）

（１）菲律宾华侨反对将簿记改用英文或西班牙文或土文记载，由政府向美政府交涉。

（２）叨林失守，援军副司令邹芬退乌得。

（３）湖南省长林支宇去职赴汉口。

（４）驻英公使顾维钧电告，英国同意于印度设领事馆。

３﹐１２（二，三）

（１）孙烈臣调署吉林督军（鲍贵卿去职）兼省长，吴俊升署黑龙江督军兼省长。

（２）北京外交部答复丹使，中美无线电台合同不受何方约束。

（３）四川刘存厚通电下野。

３﹐１３（二，四）

（１）蒙古人民革命党（１９１８年成立）所组织之临时革命蒙古人民政府在恰克图宣布成

立。

（２）俄蒙军陷乌得，援库副司令退猴头庙。

（３）陈炯明通电宣布两粤一家不生兵戎（赞同赵恒惕之调解）。

（４）公布俄侨注册办法。

３﹐１４（二，五）

（１）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允于中俄通商后退还庚子年所占据之黑龙江江东六十四屯。

（２）北京国立大专学校（八校）教职员以欠薪四月不发，罢课。

３﹐１５（二，六）

（１）日本在青岛增设无线电台，并于济南等处设立分台，交涉无效，反在台西镇筑第二电

台。

（２）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合会议成立，马叙伦为主席。

３﹐１６（二，七）

（１）外交部对荷兰之领事条约决继续订定，不加修改。

（２）苏俄照会北京政府，坚持在北京谈判，否则惟有请陈广平离俄。

（３）前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长王文华在上海被刺死（卢焘等受王指使逐走刘显世，刘遣袁

祖铭到上海图王。按王为刘之外甥）。

（４）英俄订立商约。

（５）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议决派何孟雄为代表，出席莫斯科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时该团

有团员李大钊、张国焘、罗龙章、刘仁静、高尚德、陈德荣、宋介等四十七人，张国焘任书

记）。

３﹐１７（二，八）援库副司令邹芬退滂江。

３﹐１９（二，一０）

（１）日本允中国展限偿还借款（约一万五千万元）。

（２）陈炯明电广西谭浩明，盼各守边防，不相侵犯。

（３）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恰克图走满洲里。

３﹐２０（二，一一）孙中山在广东教育会讲【五权宪法】。

３﹐２１（二，一二）

（１）张作霖庆祝生辰，并决定大举出兵。

（２）日本正式于库页岛北部及庙街设官统治。

３﹐２２（二，一三）

（１）广州关余交涉，公使团赞同北京外交部办法。

（２）前在新疆古城滋扰之俄党遣送甘肃安置。



- 278 -

３﹐２３（二，一四）

（１）新银行团调查北京政府共亏二万七千五百余万，军费一项本年需二万一千五百万元。

（２）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议决，限政府于本月底前答复其欠薪要求。

（３）外交部电驻英公使顾维钧，中国政府原则上不反对俄代表来京，惟望从缓。

３﹐２４（二，一五）

（１）北京国务院催办国会议员选举。

（２）派叶恭绰为交通大学校长（设北京、唐山、上海三校）。

（３）远东共和国宪法会议致书中国政府及人民，盼订结条约，恢复正当商务。

３﹐２５（二，一六）俄蒙军陷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

３﹐２６（二，一七）

（１）赤塔远东共和国出兵库伦，进攻俄旧党。

（２）苏俄照会北京政府，拟即派代表来华。

３﹐２７（二，一八）公使团抗议前清端郡王载漪回京。

３﹐２８（二，一九）外交部拟订日本飞机航华办法。

３﹐２９（二，二０）国务院命财政部每月筹拨二十五万元（由交通部盐务署分任）转发各

校，自后不再拖欠。

３﹐３０（二，二一）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第四次集会，商定设立执行委员会，

由张国焘为书记委员，刘仁静为会计委员，顾文莘、高尚德、祁大鹏为组织委员，宋介、王

伯时为教育委员，李大钊、郑振铎为出版委员。

３﹐３１（二，二二）

（１）特派孙烈臣兼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

（２）湖北靖国军司令蓝天蔚在重庆自杀（蓝在鄂西战败，于上年入川为川军所拘）。

（３）优林函外交部，盼重开谈判。

（４）俄蒙军袭攻滂江。

（５）唐继尧出席广州军政府会议。

（６）苏俄外交委员会接待中国代表陈广平，商派使来华事。

（７）令褫夺库伦镇抚使陈毅官勋。

（８）教育总长范源廉偕北京各校教职员代表与交通总长叶恭绰商筹拨各校经费事，无结果。

４﹐１（二，二三）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鸦片禁绝案，指定英法中荷四国为执行委员。

４﹐２（二，二四）

（１）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向外交部致送该国国会（宪法会议）宣言，盼两国订约，恢复正

当通商。

（２）广州国会议决取消军政府。

（３）贵州总司令卢焘、省长任可澄通电，主联省自治。

４﹐３（二，二五）

（１）北京政府令禁复辟谣言。

（２）驻唐努乌梁海之镇抚副使严式超退至新疆之巴里坤，唐努乌梁海失守。

４﹐５（二，二七）

（１）前清端郡王载漪解回新疆原戍。

（２）日兵一名在绥芬河被击毙。

４﹐６（二，二八）

（１）中国有线电加入万国电报公约。

（２）湖南省议会举赵恒惕为省长。

（３）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限政府于明日作确实答复，否则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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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华侨陈嘉庚创立之厦门大学成立。

４﹐７（二，二九）广州旧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

４﹐８（三，一）

（１）日使正式通知撤退延吉、珲春日兵。

（２）俄蒙军再攻滂江被击退。

（３）湖南省教育会、农会、工会通电反对广州选举总统。

（４）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全体辞职（教育总长范源廉亦辞）。

４﹐９（三，二）

（１）湖南总司令赵恒惕电广州国会，不承认其所选举之总统。

（２）驻莫斯科代表陈广平与苏俄外长翟趣林，商遣送华工回国问题。

４﹐１０（三，三）

（１）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

（２）赵恒惕电孙中山，劝勿就非常会议选举之总统。

（３）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乞援苏俄。

４﹐１２（三，五）

（１）库伦活佛代表到北京，请勿以武力攻击库伦，希望恢复外蒙自治。

（２）派唐在复参加万国禁烟会（在荷兰开会）

。

（３）派段书云督办海州商埠事宜。

４﹐１３（三，六）长沙湖南劳工会号召工人三千余向华实公司示威，被军警解散，捕黄爱、

庞人铨（６﹐８释放）。

４﹐１４（三，七）

（１）前湖南第一师师长成慎、团长孙会友在彰德起兵，驱逐督军赵倜，第十六混成旅长冯

玉祥亦自信阳进兵北上（事先得吴佩孚之谅解）。

（２）外交部电驻英公使顾维钧，说明苏俄代表来华四条件（４﹐２０收到，即交俄代表克

拉辛）。

（３）苏俄代理外长加拉罕照会外交部（由伦敦转），重申即将遣使来华之意（４﹐１７转

北京）。

４﹐１５（三，八）

（１）北京各校校长因政府不肯发经费，全体辞职。

（２）延珲日军开始撤退。

４﹐１６（三，九）

（１）中英订立国际邮汇改进办法。

（２）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使，要求撤退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四县日警。

（３）粤军动员，准备西征。

（４）新疆军与俄蒙军战于科布多。

（５）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相继抵天津（张于昨到）。

４﹐１７（三，一０）电令各省筹款设立工厂，安置裁兵。

４﹐１８（三，一一）

（１）吴佩孚军第二十五师萧耀南及河南省宏威军赵杰部平定彰德乱事，成慎、孙会友败死

（时赵倜结张作霖，张迫曹锟，吴不得已始出兵，冯玉祥亦停止军事行动）。

（２）内阁总理靳云鹏到天津。

（３）交通部与日本兴业公司订立张绥铁路续借款三百万元合同。

４﹐１９（三，一二）中东铁路满洲里四站俄旧党官兵约八千宣布独立（一作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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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三，一三）

（１）外交部正式接待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

（２）孙中山对广西下动员令（原拟今日就总统职，因内部问题未果）。

（３）湖南省宪法草案成。

（４）盘据新疆古城之俄旧党阿年阔夫被拘，并搜出其埋藏武器。

４﹐２１（三，一四）莫斯科东方大学成立（翌年设中国班）。

４﹐２２（三，一五）

（１）公使团否认广州所选总统。

（２）开山东济宁为商埠。

４﹐２３（三，一六）朱启钤在巴黎代表徐世昌接受巴黎大学赠与之名誉博士学位。

４﹐２５（三，一八）

（１）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抵天津，与张作霖、曹锟、靳云鹏会议，商改组内阁、分配地盘及

财政等事（即所谓天津会议。时鄂川滇黔桂湘赣七省同盟之说正盛，王占元声势颇大）。

（２）外交部电召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施肇基，驻荷唐在复，驻义王广圻，驻瑞士汪荣宝，

驻巴西夏诒霆，于暑假回国一行。

（３）禁止道胜银行发行银券。

４﹐２６（三，一九）孙中山宴西南海陆军警，演说革命有胜无败，希望一致拥护革命策源

地，统一全国。

４﹐２７（三，二０）

（１）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陈光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赵倜、张文生、

李厚基、阎锡山、孙烈臣、吴俊升、蔡成勋、杨增新、刘镇华、陈树藩、姜桂题、张景惠、

马福祥、吴佩孚通电反对广州选举总统。

（２）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通电反对孙中山。

（３）交通部向日本东亚兴业公司借款三百万元，建筑自绥远至包头之京绥路延长线（一作

４﹐１８）

。

（４）江亢虎离北京赴苏俄游历。

４﹐２８（三，二一）

（１）外交部向美使抗议菲律宾政府对华侨施行西文簿记案（定十一月一日施行，意在取缔

华侨）。

（２）天津会议讨论财政问题，直隶省长曹锐（曹锟之弟）与靳云鹏冲突，靳声言辞职。

（３）改驻古巴公使为专任。

４﹐２９（三，二二）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通电拥护靳云鹏内阁。

４﹐３０（三，二三）

（１）优林向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提出【协议草案】。

（２）外交部根据万国邮政大会决议，致函英美法日义五国公使，请遵照决议将在华邮局一

律撤销。

（３）国务院接受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关于经费要求。

５﹐１（三，二四）

（１）添设厦门交涉专使。

（２）中亚俄旧党诺为阔夫部侵入新疆塔城境内。

（３）【新青年】杂志自上海移广州发行（共出二期）。

５﹐３（三，二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宣言暂先留职。

５﹐４（三，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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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外交部答复远东共和国通牒，允议通商问题（参看４﹐２及４﹐３０）。

（２）天津会议终结（改组内阁，选举国会议员，东三省、内外蒙古及热察绥三区归张作霖，

直鲁豫陕甘新六省归曹锟，长江流域及川滇黔湘归王占元）。

５﹐５（三，二八）

（１）孙中山在广州就大总统职，并与军政府总裁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刘显世宣告撤

销军政府，正式任命陈炯明为内政部长，吕志伊为次长，伍廷芳为外交部长，伍朝枢为次长，

唐绍仪为财政部长，廖仲恺为次长（唐未就，由廖代理），陈炯明为陆军部长，程潜为次长，

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林永谟为次长，李烈钧为参谋部长，蒋尊簋为次长，徐谦为大理院长，

胡汉民为总参议兼文官长，马君武为秘书长（总统卫队三营，营长为叶挺、薛岳、张发奎）。

（２）孙中山致书美总统哈定，盼支持正义及中国人民愿望，维护门户开放政策，承认广州

政府（送广州美领事馆，另一于６﹐１６由马素在美投交）。

（３）广州举行庆祝孙中山总统就职大会。

（４）孙中山发表对内宣言，完成各省人民自治，实行和平统一，发展实业，维持国际平等

地位。

（５）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尊重列强合法权利，开发全国利源，欢迎外国资本技术，盼各

国承认广州政府。

５﹐６（三，二九）

（１）曹锟、张作霖、王占元应徐世昌之邀，自天津至北京。

（２）外交部抗议日本于珲春、六道沟、头道沟派驻军事联络员。

５﹐７（三，三０）

（１）教育部订立教会中学校立案办法。

（２）外交部增设条约司。

（３）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会，通过致俄国劳农政府书，盼共同努力打倒东

亚帝国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承认全俄社会主义劳农委员会联邦共和国。

５﹐８（四，一）

（１）派王正廷充任海牙常设公断法院公断员。

（２）孙中山函劝徐世昌即日引退。

５﹐９（四，二）

（１）外交部以巴西华工失业者过多，禁阻沿海各省华工前往。

（２）陆荣廷、陈炳焜增兵梧州，准备攻粤，粤军叶举、黄大伟、魏邦平、熊略等部亦向西

江增防。

（３）外交部复远东共和国国会书，同意订定条约。

（４）北京市政公所向中法实业公司订立电车借款二百万元。

５﹐１０（四，三）

（１）川边镇守使陈遐龄自雅州回打箭炉，谋抵御内侵之藏番。

（２）日使小幡要求中日警察会巡中日国境。

（３）徐世昌授张作霖、王占元以勋一位，张学良（作霖之子）勋五位。

（４）浙督卢永祥电北京请停办国会选举。

５﹐１１（四，四）美向英表示，无意将驻华公使馆升为大使馆（４﹐１１英曾向美提及此

事）。

５﹐１３（四，六）

（１）特任杨庆鋆署江西省长。

（２）外交总长颜惠庆与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会谈协议草案及中东路问题。

（３）中日合办之大东银行成立（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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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日本内阁决定撤退胶济铁路沿线驻兵。

５﹐１４（四，七）

（１）北京内阁改组：国务总理靳云鹏，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齐耀珊，财政李士伟，陆军

蔡成勋（蔡被任为甘肃督军，后因陆洪涛之阻，不能赴任，而绥远都统又失，故有是命），

海军李鼎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廉，农商王乃斌，交通张志潭（第三次靳内阁。旧交通系

之周自齐、叶恭绰被排去，李士伟以亲日遭反对，由次长潘复代。范亦未到任，由马邻翼代）。

（２）马素（孙中山驻美代表）将孙中山就职对外宣言转送美国务院。俄旧党军队在新疆塔

城、巴奇赤露营地方滋扰，谋攻红军（红军即要求中国解除其武器，否则自行派兵执行）。

５﹐１５（四，八）

（１）攻占库伦之恩琴宣言，服从谢米诺夫命令。

（２）北京国立八校校长以政府迄未履行诺言，再辞职。

（３）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５﹐（中旬）张国焘自北京到上海，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毛泽东亦至自湖南。时

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已到，李汉俊等与之晤谈，不协）。

５﹐１６（四，九）

（１）川边藏番分两路内犯，迫巴塘、里塘、康定，川边镇守使陈遐龄迎击。

（２）日本首相原敬及阁员、朝鲜总督、关东厅长官、驻华公使小幡等举行东方会议。

（３）俄旧党谢米诺夫在满洲里组织政府。

５﹐１７（四，一０）

（１）江亢虎自哈尔滨抵赤塔，晤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等（时中国驻赤塔总领事沈察勋甫到

职）。

（２）日本内阁决定援助张作霖充实东三省内政军备，不赞成其向关内扩张。

５﹐１８（四，一一）

（１）中德协约磋商竣事。

（２）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离北京回国，其职务由阿格辽夫代理。

５﹐１９（四，一二）

（１）邓锡侯因与田颂尧、刘斌（均刘存厚部）

反攻成都，为刘成勋、但懋辛等所击败，退回保宁，宣告解除靖川军第四军军长职务，所部

交由各军联合办事处（设在重庆）处理。

（２）传广东政府向日商泰平公司订军械借款八百万元，以广东矿山开采权为交换条件。

（３）四郑铁路二千万日债，续订契约，利息增至九厘半，款额增至二千二百五十万元，由

赵世 等与南满铁路社代表签字。

５﹐２０（四，一三）中德协约在北京签字（中国代表颜惠庆，德国代表卜尔熙）。

５﹐２１（四，一四）

（１）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第二次辞职（因国务院以开课为发薪条件）。

（２）中义合办之震义银行成立（设北京）。

５﹐２４（四，一七）

（１）交通部向中日银公司订立添设京奉铁路唐（唐山）榆（山海关）段双轨借款成立。

（２）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广东军械借款。

５﹐２５（四，一八）

（１）特任阎相文署陕西督军（阎为直系，时任第二十师师长，驻湖北。此为天津会议所决

定），陈树藩免职（直系恐陈反抗，除阎之部队外，并以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为先锋，第

七师吴新田自襄、樊协进策应）。

（２）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因四川第三军长刘成勋侵其雅州防地，即自川边率部退驻关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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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乘机进攻。

（３）京师中小学罢课，为国立八校后援。

５﹐２６（四，一九）

（１）美国上议院通过召开海军缩减会议。

（２）日本解海参崴俄警武装。

５﹐２８（四，二一）孙中山命陈炯明攻梧州，许崇智由北江夹击，又命李烈钧率滇赣军，

谷正伦率黔军攻桂林。

５﹐２９（四，二二）

（１）北京任马邻翼署教育次长，代理部务。

（２）蒙军由海拉尔攻热河西林经棚一带（因攻滂江不下，改扰东路）。

５﹐３０（四，二三）特任张作霖兼充蒙疆经略使，并指挥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都统

（天津会议所决定）。

５﹐３１（四，二四）

（１）美政府再抗议日本在库页岛及海滨省之行动。

（２）令严禁鸦片。

６﹐１（四，二五）

（１）上海水木工匠九千余人罢工，要求加资（十九日解决）。

（２）中南银行成立。

６﹐２（四，二六）

（１）外交部议定中德间债票办法。

（２）连日京师中小学学生代表赴国务院请愿，以总理拒见，留宿不去。

（３）安庆各学校因教育经费案，请愿被阻，一律罢课。

６﹐３（四，二七）

（１）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及中小学校学生，因请愿事在新华门被卫兵殴伤数十人（内有北

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等数人）。

（２）苏俄外长翟趣林面告中国总领事陈广平，允接受中国条件，即派代表赴华。

６﹐４（四，二八）

（１）湖北宜昌第二十一混成旅王都庆部一团哗变，大肆抢掠烧杀，人民死亡千余，并波及

日英美洋行住宅。

（２）浙督卢永祥电主各省自定省宪，实现地方自治（卢与陕西督军陈树藩均皖系，陈被免

职，卢假自治以对抗北京政府以谋自保，时盛传浙江独立）。

６﹐５（四，二九）

（１）厦门日领事允撤退警备队。

（２）俄国允撤绥芬河及满洲里海关。

６﹐６（五，一）四川混成旅旅长以上各将领，推举刘湘为四川总司令兼省长，各军联合办

事处撤消。

６﹐７（五，二）

（１）锡蒙八旗均为俄蒙军所陷，张家口危，援库副司令邹芬告急。

（２）北京公使团声明不资助广东。

（３）宜昌变兵乘船到武昌，日美军舰赴宜昌。

６﹐８（五，三）

（１）武昌第二师（王占元直辖部队）第七团因欠饷未发，受宜昌兵变影响哗变，王占元避

入军舰，死人民二百余（时传王占元自天津会议回鄂后，携有大宗款项，不肯发放，故有是

变。翌日变兵回营，被诱缴械，押至孝感，以机关枪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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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广西省议会主张省自治。

（３）日本与白俄谢米诺夫部在海参崴订立协定，进攻远东共和国。

（４）北京地方行政会议闭幕。

（５）名刺绣家沈寿（余觉之妻）卒于南通，年四十八岁。

６﹐９（五，四）

（１）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代表小野向北京财政部催索到期日债一万万元，并提出

展期一年条件（增加利息，以盐税、烟酒税、关余担保等）。

（２）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之先头部队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抵潼关，与陈树藩部党仲昭接

触。

（３）湖南省长兼总司令赵恒惕通电响应６﹐４卢永祥通电。

６﹐１０（五，五）湖北沙市第八师王汝勤部一部哗变。

６﹐１１（五，六）

（１）北京财政次长潘复代理部务。

（２）汉口领事团向王占元抗议宜昌、武昌兵变，质问有无保卫能力，否则各国将调军舰来

汉口自卫。

６﹐１２（五，七）贵州总司令响应６﹐４卢永祥通电。

６﹐１３（五，八）广西陆荣廷下令攻粤，以陈炳焜为前敌总指挥，出西江，沈鸿英为左翼，

攻北江，谭浩明、申葆藩为右翼，攻钦廉、高雷。

６﹐１４（五，九）

（１）孙中山收到１９２０﹐１０﹐３１苏俄外长翟趣林来书，盼与广州通商（８﹐２６孙

复函愿与维持私人关系，通商事应稍待）。

（２）广州机匠工人万余罢工，要求加资（十七日解决）。

（３）蒋中正母氏卒，享年五十八岁。

（４）俄旧党陷巴奇赤阿尔泰城，阿山道尹周务学自戕。

６﹐１５（五，一０）

（１）川边军以藏番内犯紧急，退打箭炉。

（２）苏俄外长翟趣林照会中国，决出兵拿恩琴，一俟目的达成即行退兵。

６﹐１６（五，一一）

（１）浙江省宪起草委员会成立。卢永祥在陆军同袍社演说，否认浙江独立。

（２）粤军破桂军陆福祥于灵山。

（３）宜昌组织万国商团，武装自卫。

（４）公使团向外交部抗议湖北兵变之事件。

６﹐１７（五，一二）外交部电驻英公使顾维钧，苏俄允从派使来华条件须以书面答复。

６﹐１８（五，一三）

（１）福建崇安山洪暴发二丈七尺余。

（２）陈树藩通电抗拒直军阎相文、冯玉祥入陕。

（３）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对广西下总攻击令。

６﹐１９（五，一四）

（１）派唐在复为签订中波（波兰）条约全权代表（在罗马签字）。

（２）湖北富池兵变（仍为第二师部）。

６﹐２０（五，一五）

（１）孙中山总统任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许崇智为第一路总指挥，攻贺县、怀集；魏邦

平为第二路总指挥，叶举为第三路总指挥，合攻梧州；翁式亮为第四路总指挥，黄志恒为第

五路总指挥，何国亮为第六路总指挥，合出高雷、钦廉（该方面由黄大伟任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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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令李烈钧率滇军（朱培德、杨益谦等部）攻桂林，谷正伦率黔军攻柳州。

（２）京绥路机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３）四川总司令刘湘响应６﹐４卢永祥及前陕西督军陈树藩分别通电。

６﹐２１（五，一六）

（１）日人催索南浔铁路贷款。

（２）广州国会议决反对英日盟约中侵及中国国权案。

（３）汉口领事团以宜昌武昌兵变，外侨损失，向王占元提出要求：（一）侨民所居附近二

十里内不得驻兵。（二）赔偿商民损失，抚恤受伤教士。（三）领事馆增加卫兵一中队。

（４）英帝国首相会议，商英日同盟继续问题。

（５）北京鄂人向国务院请愿撤免王占元职（６﹐２８再度请愿）。

（６）陈树藩军败入陕之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于华阴。

（７）江亢虎抵莫斯科。

６﹐２２（五，一七）

（１）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于莫斯科开会，中国代表为张太雷（

春木），江亢虎亦出席（７﹐１２闭会）。

（２）湖北省议会议长屈佩蓝通电主各省制订省宪。

６﹐２４（五，一九）桂军右翼林虎等占领广东雷州。

６﹐２５（五，二０）

（１）日本增设驻芜湖领事。

（２）前四川督军熊克武到长沙（时鄂人蒋作宾、李书城、孔庚等均在长沙，说赵恒惕出兵

援鄂）。

（３）特派刘冠雄等为查勘福建等省烟禁大员。

（４）美国务院令广州总领事退还孙中山致美总统哈定书（美总领事未照办）。

６﹐２６（五，二一）

（１）粤军魏邦平、叶举得桂军师长刘震寰响应，占领梧州，广西护军使陈炳焜及莫荣新退

浔州。

（２）派王宠惠为国际联盟全权代表。

（３）赤塔赤军击败白军，占领恰克图及买卖城。

（４）莫斯科第三次全俄华工代表大会议决通电全国同胞，一致团结，排除帝国侵略、资本

专制主义，即行承认劳农共和国（７﹐５发出）。

６﹐２７（五，二二）

（１）苏俄劳农政府外交委员长翟趣林致牒中国，要求剿库伦俄白党恩琴。

（２）苏俄驻英代表克拉辛致文顾维钧，不承认中国所提苏俄派使赴华条件。

（３）德政府批准中德协约。

（４）山东省议会通电主各省制订省宪。

６﹐２８（五，二三）

（１）法国决议自明年一月起退还庚子赔款，充中国留法学生教育经费。

（２）批准中德协约。

（３）驻美公使施肇基演说反对英日同盟。

６﹐２９（五，二四）

（１）美国下议院通过召开海军缩减会议。

（２）粤军左翼黄大伟、陈炯光败桂军陆裕光、黄业兴等于高州。

（３）云南总司令顾品珍响应６﹐４卢永祥通电。

６﹐３０（五，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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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海军部设立海界委员会。

（２）黔军谷正伦攻占广西柳江。

７﹐１（五，二六）

（１）孙中山总统正式下令讨伐陆荣廷、陈炳焜等。

（２）赵恒惕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

（３）北京济南邮政航空开始。

（４）张作霖就任蒙疆经略使（一作６﹐２５）

。

７﹐２（五，二七）刘湘就四川总司令兼省长职。

７﹐３（五，二八）

（１）俄军舰在三江口炮阻中国【江亨】军舰北驶。

（２）公布乡自治制。

７﹐４（五，二九）

（１）外交部照会日使小幡请撤图们江浮桥。

（２）英外相向日大使林权助提议召开太平洋会议。

（３）阎相文、冯玉祥向陈树藩军总攻击。

（４）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声明英日同盟并无对抗美国之意图。

７﹐５（六，一）

（１）公使团会议拒绝北京政府改正关税税率之提议。

（２）陕西组织省宪会议。

（３）赵恒惕派谢国光为援桂军总指挥（６﹐２７粤军将领邓铿、洪兆麟等曾电请赵出兵攻

广西）。

７﹐６（六，二）

（１）谢绝苏俄助剿库伦俄白党。

（２）赤塔俄红军占领库伦，击败俄旧党。

（３）孙中山缉拏杨永泰、李根源（杨、李运动驻雷州之滇军附广西）。

７﹐７（六，三）

（１）陕西督军阎相文通告接任（陈树藩退陕南）。

（２）江苏督军齐燮元枪毙国民党员韩恢、张春霆等六人。

７﹐８（六，四）

（１）粤军左翼收复化州。

（２）俄军舰在松花江口炮击中国运兵船，死兵士十余人。

（３）海参崴日军司令与俄旧党谢米诺夫成立协议，共同进攻远东共和国。

７﹐９（六，五）赣军李明扬、赖世璜团长（李烈钧旧部）占连县连山，沈鸿英部西退。

７﹐１０（六，六）

（１）桂军左翼总司令沈鸿英在贺县宣布自治，与陆荣廷脱离关系，自称救桂军总司令，与

广东一致（一作７﹐１５）。

（２）美总统哈定召开华盛顿会议，讨论军备限制问题。

７﹐１１（六，七）杜威、罗素离北京分返美英。

７﹐１２（六，八）

（１）美代办奉美政府训令，邀请中国加入华盛顿会议（太平洋会议），即覆允。

、汪大燮、张国淦、傅增湘调停，获致协议。 （２）北京教潮经范源廉、张一

（３）桂军旅长贲克昭在柳州自称柳庆（庆远）

救国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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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教育部令各省速设女子中学。

（５）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正式宣布成立于库伦，仍奉活佛为元首，司卫巴图执政。

７﹐１３（六，九）粤军左翼黄大伟部占北流。

７﹐１４（六，一０）农商部取缔不合法之交易者。

７﹐１５（六，一一）

（１）广西护军使陈炳焜因战败解职，离南宁（时桂军将领陈步衢、韦荣昌、韩彩凤等纷纷

宣布脱离陆荣廷）。

（２）北京阁议通过发行十年公债三千万元。

７﹐１６（六，一二）

（１）粤军占浔州。

（２）新任巴西公使阿林助呈递国书。

７﹐１８（六，一四）

（１）王占元又在武昌招集鄂、赣、桂、湘、黔、蜀、滇七省联防会议。

（２）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要求撤换洋监工（八月十日平息）。

７﹐１９（六，一五）

（１）督办广西边防事务陆荣廷解职，与谭浩明退往龙州。

（２）俄外长翟趣林宣布，凡俄国未参加之会议不得处理有关俄人之问题。

７﹐２０（六，一六）

（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举行，出席代表十三人（上海李汉俊、

李达，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山东邓恩铭、王荩美，湖北董用威（必武）、陈潭秋，湖南何

叔衡、毛泽东，广东陈公博、包惠僧，留日周佛海），张国焘为主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胡定康（一说为李克诺斯基）列席指导（中国共产党以７﹐１为该党成立纪念日，张国焘回

忆录从之。

１９２４年陈公博所撰【TheCommunistMovementinChina】第三章谓事在７﹐２０最为可

信）。

（２）长沙军事会议，决定出兵援鄂，赵恒惕任援鄂总司令，宋鹤庚为前敌总指挥，鄂军夏

斗寅团长为中路先锋，蒋作宾就任湖北总监，孔庚任湖北自治军总司令（前陕督陈树藩及皖

系之汉口中原银行供应军费）

。

（３）远东共和国政府通牒北京外交部，质问中国对于俄旧党谢米诺夫、恩琴在库伦、满洲

里等处之活动如何处置，并声明不得不出兵进击之理由，一俟目的达到后，立将军队撤退（６

﹐１５发出）。

７﹐２１（六，一七）

（１）湘军开始向湖北出动。

（２）劳乃宣卒于青岛（年七十九）。

７﹐２２（六，一八）

（１）特任蒋拯兼代海军总司令。

（２）阿富汗要求与中国局部（新疆）通商。

７﹐２３（六，一九）远东共和国（赤塔政府）

外交总长优林自赤塔到沈阳，谒张作霖，商通商、中东路及蒙古事，张责俄出兵库伦。

７﹐２４（六，二０）

（１）调任魏宸组为驻德意志公使（中德复交后首任）。

（２）英使提出禁烟觉书（指责陕甘新闽湘滇黔川吉黑种烟）。

（３）北京政府派代表王芝祥慰问国立八校校长及教职员学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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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５（六，二一）

（１）湖北督军王占元调鄂西军往蒲圻布防，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亦自豫往援。

（２）远东共和国外交总长优林又到北京。

７﹐２６（六，二二）日本允参加美国召开之海军军备缩减会议（华盛顿会议），惟关于特

殊国家之问题及已成为事实者，应不列入议案。

７﹐２７（六，二三）

（１）令驻日公使胡惟德向日政府抗议英日续盟。

（２）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晤外交总长颜惠庆及总理靳云鹏（优林要求晋谒总统徐世昌，被

拒）。

７﹐２８（六，二四）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宣言复职。

７﹐２９（六，二五）

（１）湘鄂战事开始，湘军第二师鲁涤平部败鄂军朱大霈旅于羊楼峒。

（２）外交部对苏俄派使来华条件表示让步。

７﹐３０（六，二六）

（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为上海法租界密探发觉，暂停（张

国焘回忆录谓事在７﹐８，据韦慕庭考订，应在７﹐３０至为可信，见陈公博

CommunistMovementinChina１５至２１页）。

（２）援鄂总司令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率军抵汉口。

７﹐３１（六，二七）湘军第二师鲁涤平攻占赵李桥，败第十八师孙传芳部。

８﹐２（六，二九）

（１）任命王景岐为驻比国公使。

（２）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自北京到沈阳再晤张作霖，谈判交还库伦办法。

８﹐３（六，三０）

（１）上海民国日报（国民党机关报）之【妇女评论】副刊出版（１９２３﹐５﹐１５停刊，

８﹐２２续出【妇女周报】）。

（２）孙传芳督第二师夺回赵李桥，败湘军。

（３）广西沈鸿英占桂林，湘军北去。

８﹐４（七，一）

（１）粤军占领广西南宁。

（２）王占元杀湖北国会议员国民党人刘英。

（２）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于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即闭幕（通过党章、党纲及

劳工政策，选举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书记〕，张

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张国焘与马林商定设立【中国劳工组合书记部】

，由张主之。此次会议日期，张国焘谓在７﹐１０，如依陈公博之【我与共产党】当在８﹐

４左右，又陈公博约于７﹐３１赴杭州，三日后返上海，南湖之会已毕）

。

８﹐５（七，二）

（１）湘军右翼败蒲通镇守使刘跃龙，占领通城。

（２）日人要求会剿延珲韩党，吉督孙烈臣拒绝。

（３）冯玉祥部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十一师，冯升师长，李鸣钟、张之江任旅长。

８﹐６（七，三）

（１）美代办要求会勘烟禁。

（２）湘军再占赵李桥，孙传芳部退蒲圻。

８﹐７（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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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湘北督军王占元辞职，第二十五师萧耀南部入驻武昌。

（２）湘军中路攻占蒲圻。

（３）新疆督军杨增新于哈密乌苏巴楚设防匪司令。

８﹐８（七，五）

（１）黎元洪、熊希龄等通电主湘鄂停战。

（２）陈炯明到南宁，任韦荣昌、黄培桂（均桂军将领）为广西军事善后督、会办。

（３）日代办吉田茂声明撤去胶济路警察。

（４）新任西班牙公使铎斯芬德呈递国书。

８﹐９（七，六）

（１）王占元免职，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２）特派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

（３）四川援鄂军占领建利县。

８﹐１０（七，七）

（１）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北伐请愿案。

（２）太平洋问题讨论会成立，叶恭绰主之。

（３）孙中山总统特派胡汉民、汪兆铭、居正往广西，与陈炯明商北伐事。

（４）苏俄外长翟趣林覆蒙古革命政府，俄军暂不自蒙境撤退。

８﹐１１（七，八）

（１）赵恒惕通电主开全国国民大会，先制省宪，再制国宪（赵以吴佩孚将南来，拟和平解

决鄂事，湘军停止前进）。

（２）王占元离武昌东去。

（３）马君武在南宁就广西省长职。

（４）美总统哈定正式邀请中、日、英、法、义五国参加华盛顿军缩及太平洋会议。

（５）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

（６）撤销中东路交涉局（以该路收回）。

８﹐１２（七，九）

（１）外交部向国际联盟提出取消上海会审公廨说帖。

（２）吴佩孚自洛阳到汉口，即赴武昌布置军事，并续调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鲁军张克瑶旅

来鄂（时传吴将另组政府）。

（３）俄赤军占领外蒙三音诺颜，旧党西走唐努乌梁海。

８﹐１３（七，一０）

（１）美国使馆将哈定总统邀中国参加太平洋会议之请柬送交北京外交部。

（２）李烈钧之滇黔赣联军胡若愚、朱培德、杨益谦、谷正伦、赖世璜、李明扬占领桂林，

沈鸿英退全州（一作８﹐２１。又李友勋部滇军寻亦占柳州）。

（３）吴佩孚在咸宁召集师长张福来、旅长靳云鹗、河南宏威军统领赵杰等会议。

（４）前陕西西路巡防统领郭坚在西安被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枪决。

８﹐１４（七，一一）

（１）特命刁作谦为驻古巴国公使。

（２）吴佩孚巡视湖北金口，令决上游江堤，淹毙军民数千。

（３）孙中山派徐绍桢往杭州，与卢永祥接洽。

８﹐１５（七，一二）

（１）我国拟参加救济俄国难民大会。

（２）吴佩孚自前线回汉口，禁止召开国民大会，决与湘军再战（天津湘鄂人士熊希龄、黎

元洪等及梁启超均电劝吴氏勿迷信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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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蒋中正复陈炯明书，论对吴佩孚问题（认其力量有限）。

８﹐１６（七，一三）

（１）外交部将徐世昌答复美总统函送达美使馆，允与各国一律平等参加太平洋会议。

（２）蒙古青年党首领发表宣言，谓根据远东共和国宪法，组织库伦新政府。

（３）俄赤军大破旧党于新疆阿尔泰。

（４）前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由湖北陆军监狱越狱潜逃。

（５）何叔衡、郭亮、夏曦、毛泽东、毛泽民等在长沙发起湖南自修大学（１９２３﹐１１

被封）。

８﹐１７（七，一四）

（１）交通部与中英公司续订川粤汉铁路湘鄂段借款八十五万元。

（２）俄赤党占领科布多，旧党西窜。

（３）川军进攻湖北巴东，刘湘任川军援鄂总司令，但懋辛为副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唐式

遵为第一路总指挥，潘正道为鄂西总司令。

（４）吴佩孚命鲁军张克瑶旅、鄂军王都庆旅向湘军左翼大举进攻，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助

之。

８﹐１８（七，一五）

（１）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攻占新堤。

（２）北京外交部设立太平洋会议筹备处。

（３）陈炯明电请浙督卢永祥领衔通电全国，召集各省区代表到上海制定宪法。

（４）北京任外交总长颜惠庆为太平洋会议筹备主任。

８﹐１９（七，一六）

（１）吴佩孚决嘉鱼栏江堤，淹湘军。杜锡珪之海军第二舰队攻占白螺矶。

（２）川军占湖北巴东。

（３）赵恒惕自长沙抵湖北蒲圻。

（４）优林之秘书葛雷以携带宣传文件，在北京被拘。

８﹐２０（七，一七）赈湖北水灾。

８﹐２１（七，一八）

（１）特任李兆珍为安徽省长。

（２）赵恒惕派代表与吴佩孚接洽和议。

（３）中东路与俄后贝加尔路定本年十一月通车。

８﹐２３（七，二０）

（１）吴佩孚亲率直军与湘军大战于汀泗桥。

（２）湖北孝感兵变（王占元旧部）。

（３）陕西督军阎相文自戕（因军队索饷）。

（４）优林自沈阳赴大连。

８﹐２４（七，二一）

（１）公使团对宜昌、武昌兵变，向外交部提出三条件。

（２）吴佩孚败湘军于汀泗桥。

８﹐２５（七，二二）

（１）特任冯玉祥署陕西督军。

（２）吴佩孚占领蒲圻，湘军退赵李桥，第二十四师张福来及海军进攻城陵矶。

（３）扰乱外蒙之俄旧党恩琴在海拉尔被红军所拘捕（一作７﹐２０；９﹐１５被枪决）。

（４）法国资送华工回国。

８﹐２６（七，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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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美国务卿通告驻美公使施肇基，否认借太平洋会议共管中国说。

（２）顾维钧向国际联盟提出庚子赔款说帖。

（３）日本代表松岛与远东共和国外交总长优林在大连会议，商东部西伯利亚及中东铁路等

问题，日本提出十七条要求（另秘密条件三款）。

（４）赵恒惕以湘军失利，自长沙赶赴前线督战。

８﹐２７（七，二四）

（１）桂军沈鸿英退入湖南，就赵恒惕所委之湖南援鄂第二路军司令。

（２）优林第三次到北京（寻又赴大连）。

８﹐２８（七，二五）直军前敌总指挥张福来及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占领岳州。北京太

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成立。

（３）孙中山函复苏俄外长翟趣林，述中国近情，并商贸易。

８﹐２９（七，二六）湘鄂停战三日。

８﹐３０（七，二七）

（１）顾维钧任国际联盟会理事会主席。

（２）外交团抗议各地兵变，要求饬令军政当局负责外人安全（

９﹐２３外交部覆允）。

（３）赵恒惕自前线回至长沙。

８﹐３１（七，二八）

（１）长沙英国领事访赵恒惕，调停湘鄂战事。

，决继续停战。 （２）吴佩孚邀晤张绍曾、张一

９﹐陈独秀自粤返沪（不久在租界被捕，由马林延律师以五万元保释，新青年社罚款五千元）。

９﹐１（七，二九）

（１）赵恒惕至岳州，与吴佩孚会于英国军舰，订立和约九条，直军驻岳州。

（２）中共之【人民出版社】成立于广州。

９﹐２（八，一）

（１）张绍曾通电主在庐山开国是会议（取国民真面目由此露出之意），分国民会议及国军

会议（内幕主持者为吴佩孚）。

（２）日本内阁决定山东问题处置案大纲。

９﹐３（八，二）

（１）川军唐式遵部但懋辛（时刘伯承隶但部张冲旅）占领宜昌对岸之葛道山，鄂军第三混

成旅卢金山、第十八混成旅赵荣华部失利（英美日法领事阻川军炮攻宜昌城，三国水兵登陆）。

（２）孙中山总统召集伍廷芳等商讨伐吴佩孚。

通电赞成张绍曾之卢山会议。 （３）张一

（４）粤军克广西龙州。

９﹐４（八，三）

（１）特任张文生为安徽督军，齐燮元为江苏督军（原均署理）。

（２）长沙之湖北自治军总监部撤销，蒋作宾、孔庚等离湘。

（３）美国教育家孟禄到上海（应实际教育调查社邀请，９﹐１０到北京）。

９﹐５（八，四）孙中山总统发表英文宣言，指责日本对华之侵略政策，并声明太平洋会议

苟非广东政府派遣之代表列席，则关于中国之决议一切无效（孙之代表马素时在华盛顿）。

９﹐６（八，五）

（１）川鄂军继续在宜昌激战。

（２）孙中山总统任命周震麟为湖南劳军使。

９﹐７（八，六）日使小幡向外交部提出鲁案节略（山东善后处置案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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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八，七）英法日三使抗议东三省截留盐税。

９﹐９（八，八）

（１）中墨新约在墨京签订互换。

（２）中国在旧金山设立公断处。

（３）天津各团体开太平洋会议讨论会商中国提案。

（４）浙江省宪公布。

（５）湖南省宪审查竣事。

（６）吴佩孚、陈光远、萧耀南、刘承恩（湖北省长）、杨庆鋆（江西省长）、杜锡珪、孙传

芳等赞成张绍曾之庐山国是会议（是日汉口成立庐山会议筹备处）。

（７）赵恒惕派参谋长唐义彬、交涉员仇鳌到岳州，再与吴佩孚商和约。

（８）新任墨使巴拉斯呈递国书。

９﹐１０（八，九）

（１）外蒙王公请愿内向。

（２）库伦政府外交总长巴多致牒苏俄外交总长翟趣林，提议规定中俄蒙间之永久的国际关

系。

（３）赈江苏陕西水灾。

９﹐１１（八，一０）

（１）任命汲金纯为热河都统（奉系势力之扩张），调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

（２）鄂西鄂直军击败围攻宜昌之川军。

９﹐１２（八，一一）

（１）新任美使舒尔曼呈递国书。美政府致送太平洋会议试拟日程。

（２）川军唐式遵、张冲、潘正道等二次进攻宜昌，再败鄂军。

（３）张作霖召集蒙古王公会议。

９﹐１３（八，一二）

（１）吴佩孚率援军到宜昌（吴向川军商和被拒）。

（２）蒋中正自浙到粤谒孙总统，商北伐。

９﹐１４（八，一三）

（１）王宠惠被举为国际法庭副裁判员。

（２）俄旧党谢米诺夫由日本来上海。

（３）苏俄外长翟趣林覆库伦政府外长巴多，盼中蒙建立和平及商务关系，苏俄愿调解中蒙

争端。

９﹐１５（八，一四）吴佩孚以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为总司令，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为左翼

司令，第三旅旅长卢金山为右翼司令，与川军在宜昌附近激战，吴佩孚亲自督战。

９﹐１６（八，一五）

（１）驻英法德等九国公使电请息争对外（十三日发）。

（２）澳门中葡兵警冲突。

（３）张作霖允与日本会巡国境。

（４）派田中玉督办宫家坝黄河决口堵合事宜。

９﹐１７（八，一六）

（１）远东共和国在黑龙江设立领事（未得中国同意）。

（２）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辞职（十月二十日后视事）。

（３）蒋中正到南宁，晤陈炯明，谈不协（旋回浙）。

９﹐１９（八，一八）

（１）交通部与美费得拉尔公司签订中美无线电借款追加合同（



- 293 -

参看１﹐８）。

（２）京绥铁路通车。

９﹐２０（八，一九）北京国民外交联合会成立。

９﹐２１（八，二０）

（１）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取消靖国军名义，并推于右任为陕西自治筹备会会长（胡已

不受于节制，由冯玉祥委为陕西第一师）。

（２）贵州省议会选举王伯群为省长，由孙中山总统任命。

（３）留法勤工俭学生王若飞、李隆郅（立三）

、赵世炎、蔡和森、聂荣臻、利瓦伊汉、陈毅等百余人自巴黎到里昂，与吴敬恒交涉，强占

里昂大学。

９﹐２３（八，二二）

（１）吴佩孚军向川军进攻，宜昌解围。

（２）粤桂川滇黔五省否认北京所派出席太平洋会议代表。

９﹐２４（八，二三）陕西陈树藩军联合川军进攻直军。

９﹐２５（八，二四）

（１）外交部以太平洋会议日程将中国与委任统治并列，不予承认，并拟对案六条。

（２）援鄂川军退驻南沱溪。

（３）湖南省议会否认赵恒惕与吴佩孚所订之湘鄂和议条款。

９﹐２６（八，二五）

（１）云南总司令顾品珍在曲靖开滇黔军事会议，商北伐，广东许崇智军亦集中始兴。

（２）北京毅军索饷，殴伤财政部司长陈威于中国银行。

９﹐２７（八，二六）日俄代表会于长春，商南满铁路及中东铁路运输问题。

９﹐２８（八，二七）

（１）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复到北京，商库伦问题。

（２）外交部抗议美日敷设耶普岛上海间海底电线。

９﹐２９（八，二八）

（１）特任许世英为安徽省长。

（２）上海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到广州（翌日晤胡汉民、伍廷芳、徐谦、林森、许崇智

等）。

９﹐３０（八，二九）

（１）粤军魏邦平等占龙州，陆荣廷、马济退安南交界之水口。

（２）吴佩孚军进攻秭归。

１０﹐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时上海负责者为陈独秀、陈公博、沈玄庐、

施存统、李汉俊、李达，北平为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广州为林祖涵、谭平山、彭湃，

湖北为董必武，法国为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德国为高语罕、张崧年，俄国为

瞿秋白）。

１０﹐１（九，一）北京各团体发起全国国民外交联合会，反对鲁案直接交涉。

１０﹐２（九，二）外蒙政府陆军部通令，外蒙各族实力防阻拦入蒙境之中国军队及俄旧党。

１０﹐３（九，三）

（１）中英无线电报借款成立，建筑地点改为拉萨、巴东（川边）、重庆、兰州。

（２）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晋见孙中山总统。

（３）北京财政部向哈连成公司订立借款一千五百万佛郎（九四回扣）。

（４）外交部与远东共和国代表成立【解决扣留行李协议】，远东共和国担保不作政治宣传

及干预中国内政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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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日俄南满及中东两路长春会议闭幕。

１０﹐４（九，四）

（１）湖北枪决密谋响应湘军之方刚正等三人。

（２）孙中山委张继为国民党北方执行部部长。

（３）广州中韩协会成立。

（４）美国邀请荷、比、葡参加太平洋会议。

（５）赴美出席太平洋会议代表团随员自上海出发（经费大半由各省督军捐助）。

１０﹐５（九，五）

（１）外交部答复日使小幡鲁案节略，认日方尚缺解决该案诚意，彼此所见参商。

（２）中国代表顾维钧复被选入国际联盟理事会。

（３）美使芮恩施宴优林。

（４）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开会。

（５）沙市兵变（旋入豫）。

１０﹐６（九，六）

（１）特任潘龄皋为甘肃省长。

（２）特委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广州外交次长）充参与太平洋会议全权代表

（原拟以颜惠庆为总代表，未果）。

（３）派许熊章出席国际赈俄委员会。

（４）远东共和国外长优林离北京回赤塔。

（５）川军退出秭归，直军进攻巴东。

１０﹐８（九，八）

（１）孙中山向国会提出北伐案，并誓师北伐。

（２）孙中山特任柏文蔚为长江上游招讨使。

（３）孙中山总统正式接见韩国专使申圭植。

（４）山东各界联合会成立（为太平洋会议事）

。

（５）上海漆匠七千余人罢工，要求加资。

１０﹐１０（九，一０）

（１）令各省协助赴美太平洋会议经费。

（２）曹锟、张作霖、吴佩孚联电赞成庐山国是会议。

（３）陕西靖国军由冯玉祥改编，以胡景翼为陕西陆军第一师长，岳维峻、田玉洁为旅长。

（４）孙中山之【实业计划】完成。

（５）长沙学生与军队冲突。

（６）陕西旅京学生杨锺健等之【共进】月刊出版。

１０﹐１１（九，一一）

（１）万国邮约签字。

（２）法国赞成中国重修海关税则。

（３）川军退出湖北巴东。

（４）颜惠庆电劝伍朝枢出席太平洋会议。

１０﹐１２（九，一二）

（１）全国商会联合会、教育联合会在上海开会，合推余日章、蒋梦麟为太平洋会议国民代

表。

（２）前任美国务卿兰辛电劝北京广州出席太平洋会议代表同心协力（１０﹐１５再电颜惠

庆、伍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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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粤汉铁路（湘鄂段）工人要求加薪不遂，实行罢工，反对机车总管英人麦克尔。

（４）吴佩孚自巴东返宜昌。

（５）公布邮政条例。

１０﹐１３（九，一三）

（１）财政部与美国芝加哥银行团订立中美烟酒借款美金一千六百万元（九一交款）。

（２）鄂军赵荣华旅夺回利川，川军司令但懋辛召集所部议图再举。

１０﹐１５（九，一五）

（１）派汪荣宝为国际保工会委员。

（２）孙中山总统自广州出巡广西，组织大本营随行。

（３）外交部电顾维钧，准苏俄派代表来华。

（４）北京中国银行挤兑。

１０﹐１６（九，一六）

（１）日本增驻青岛军队。

（２）天津中国银行挤兑。

１０﹐１７（九，一七）

（１）北京外交部电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告以对太平洋会议最应注意三事：一、解散

英日同盟；二、为防美日冲突，应由与会国订立公断专约，或将山东、福建、满蒙等处宣告

局部永久中立；三、承认中国关税自由原则，如一时不能实行，至少须先将税率增加一倍，

即值百抽十。

（２）粤汉铁路湘鄂段罢工解决。

（３）台湾文化协会成立，林献堂为总理，林幼春为协理。

（４）商教联席会议通电各省，主在上海开国是会议。

（５）施肇基约晤广州代表马素，劝南北一致对外（颜惠庆亦屡与伍廷芳接洽，广州以未接

美国请柬，拒绝参加）。

１０﹐１９（九，一九）

（１）日使小幡向外交部提出鲁案二次节略，驳外交部１０﹐５照会。

（２）外蒙政府外交总长巴多致牒美政府，提议从速建立美蒙友谊关系（意在于华盛顿会议

中活动）。

１０﹐２０（九，二０）

（１）外蒙王公四十余人在汗山满洲溪地方会议，密谋反抗新政府，并向呼伦贝尔都统贵福

及黑龙江督军吴俊升请愿。

（２）国务总理靳云鹏通电暂行视事，仍请总统改组内阁。

（３）伍朝枢电覆颜惠庆，拒赴太平洋会议（次日颜电伍廷芳促伍朝枢启程，以示举国一致）。

１０﹐２１（九，二一）

（１）苏俄要求与吉黑两省暂行局部通商。

（２）外交部拟就对出席太平洋会议代表颁发训条（１０﹐３１电告施肇基等）：一、主要

提案：取消英日续盟；取消势力范围，否认特殊利益；取消兰辛石井宣言及其它类似之条约

协议；与会国共订公断条约；关税自由及关税目前应商问题；定期召集会议讨论远东国际重

要问题。二、次要提案：胶澳善后问题；二十一条问题；修正不平等条约；成约地位问题；

外侨报税问题；裁厘加税问题。

１０﹐２２（九，二二）湖南劳工会之【劳工周刊】出版。

１０﹐２３（九，二三）

（１）孙中山总统抵南宁，与陈炯明商北伐。

（２）陈炯明电覆马素（孙中山之驻美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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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与吴佩孚往来（时外人盛传此说）。

（３）库伦活佛陈请内向，提出十项条件。

（４）北京财政部向上海隆记洋行借三十万佛郎。

１０﹐２４（九，二四）

（１）北京外交部决定山东问题标准案八款，提请国际联盟处理。

（２）苏俄派巴伊开以全权代表名义来华。

（３）上海英美烟新旧厂工人万余罢工（中国共产党乘机活动）。

（４）桂林滇军旅长杨益谦受唐继尧委任，率部西去（旋由李烈钧派朱培德将该部召回，免

杨职）。

１０﹐２５（九，二五）伍廷芳电覆颜惠庆，必须俟美政府邀请方能派代表出席太平洋会议，

责北京事先未与广州直接磋议，拒与颜作私人接洽。

１０﹐２６（九，二六）江苏省议会发起组织全国省议会联合会。

１０﹐２７（九，二七）

（１）孙中山总统离南宁东下。

（２）严复卒于福建侯官，年六十九岁。

（３）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次会议在广州开幕（１１﹐７闭幕）。

１０﹐２８（九，二八）北京以高凌霨代李士伟为财政总长。

１０﹐２９（九，二九）孙中山总统自南宁抵梧州暂住。

１０﹐３０（九，三０）

（１）俄灾赈济委员会成立。

（２）中国出席太平洋会议代表团抵华盛顿。

１０﹐３１（一０，一）

（１）日本议员团抵汉口。

（２）赣军李明扬、赖世璜败沈鸿英于湘南。

１１﹐１（一０，二）

（１）因顾维钧赴美参加太平洋会议，改由唐在复参与国际联盟。

（２）敦煌经籍辑存会成立，叶恭绰、李盛铎、王树 、罗振玉主之。

（３）顾维钧、王宠惠自英国抵华盛顿。

１１﹐２（一０，三）

（１）派李垣办理接收库伦事宜（准备赴满洲里与远东共和国代表会议，未果）。

（２）颜惠庆再电伍廷芳，询以应用何种手续与广州商洽，方可同意派遣代表。

（３）云南顾品珍召开军事会议，决拒唐继尧回滇。

１１﹐３（一０，四）外交部复拒日使鲁案第二次节略，指彼此意见相距过远，不得不静待

时机，徐冀日本之转圜。

１１﹐４（一０，五）

（１）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召集湘、鄂、赣、皖、苏代表及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开长江联防会

议于汉口，商攻守同盟，防御广东之北伐军。

（２）外交部致远东共和国代表阿格辽夫节略，派李垣赴满洲里会商撤兵。

１１﹐５（一０，六）

（１）外蒙政府与苏俄在莫斯科订立友好条约（外蒙要求合并唐努乌梁海，苏俄不允，以为

唐努拓跋独立国）。

（２）孙中山总统之先遣部队自梧州出发赴桂林。

（３）赵恒惕再函谭延闿，不以孙中山北伐为然，恳谭回湘主持。

１１﹐７（一０，八）陈炯明自广西回广州，孙中山拟召开之梧州会议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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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一０，九）沈鸿英之桂军由湖南退入江西。

１１﹐９（一０，一０）

（１）湖北武穴兵变（第十八师三十五旅）。

（２）陈炯明自广西返抵广州。

１１﹐１０（一０，一一）

（１）梁士诒离香港北上（１１﹐１２到上海）

。

（２）伍廷芳覆颜惠庆，责北京未与广州开诚接洽派遣太平洋会议代表事。

１１﹐１１（一０，一二）

（１）全国国民外交协会在上海成立。

（２）上海漆工四千余人罢工，要求加资（１２﹐７解决）。

（３）颜惠庆电施肇基，请兰辛调解，向广州探询派遣代表条件（兰辛允向南北劝解，伍廷

芳所提条件为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徐世昌辞职）。

１１﹐１２（一０，一三）华盛顿会议开幕。

１１﹐１３（一０，一四）日本高桥是清内阁成立，内田康哉任外务省大臣（原敬于１１﹐

４被刺死）

。

１１﹐１４（一０，一五）

（１）北京教育部职员以欠薪，全体停止办公。

（２）华盛顿会议正式开会。

（３）天津中国、交通两银行发生挤兑风潮。

（４）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电外交部，鲁案如在会中提出，难望他国相助，如拟在会外

解决，立速决定进行。

１１﹐１５（一０，一六）中国代表与赤塔、莫斯科代表会于满洲里，议外蒙问题，俄方条

件甚苛。

１１﹐１６（一０，一七）

（１）孙中山总统自梧州北赴桂林。

（２）北京中、交两银行发生挤兑风潮（旋平息）。

（３）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委员会首次会议，中国代表施肇基、王宠惠列席，提出原则十条。

（４）前陕西督军陈树藩自汉中出走。

（５）川军退出湖北建始。

１１﹐１７（一０，一八）

（１）陇海路机工因该路总管洋员若里等之压迫，愤而罢工。

（２）于右任在陕西高陵召集靖国军及陈树藩代表会议，商团结反抗直军冯玉祥，无成。

（３）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登载启事，征求会员（发起人为商崇怀、

王有德、邓仲夏（康）、罗章龙、黄日葵、刘仁静、高尚德、李骏等十九人，无李大钊、张

国焘名。正式成立在十二月）

。

１１﹐１８（一０，一九）云南顾品珍电孙中山，已出师北伐，派杨希闵、杨蓁、金汉鼎为

第一、二、三路司令，范石生为先遣军司令（意在阻唐继尧回滇，一作１２﹐１８。先是孙

中山派叶夏声随张开儒至滇，说顾品珍派金汉鼎招集驻川之赵又新旧部范石生、蒋光亮、杨

如轩、杨池生回滇，取道贵州及广西参加北伐，以张开儒为总司令，杨希闵为前敌总指挥，

叶为参谋长。及军次贵州黎平，又檄滇军朱培德及柳州镇守使刘玉山一致行动）。

１１﹐１９（一０，二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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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司法界以欠薪总请假。

（２）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日本代表加藤宣称，日愿遵守门户开放主义，

不必作过细之讨论。

（３）长沙举行反太平洋会议（华盛顿会议）示威运动，由黄爱领导。

（４）远东共和国代表阿格辽夫覆外交部１１﹐４节略，外蒙撤兵问题应与劳农政府相商。

１１﹐２１（一０，二二）

（１）鲁豫巡阅使曹锟召集吴佩孚及各省区代表在保定会议（昨为曹锟之六十生日，大事庆

祝）。

（２）华会远东问题委员会通过美代表罗德提出之关于中国问题之四项原则：一、尊重中国

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政

府；三、切实维持各国在中国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原则；四、不得因中国状况，营求特别权

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

（３）外交部电施肇基等，指示解决鲁案办法（完全交还胶州湾租借地及中立地带；中国自

行将胶州湾开作商埠；承认各国人民居住及经营商工业之自由；收回胶济铁路；日本不得要

求德国前在山东权益；归还青岛海关；日本抛弃济顺、高徐铁路权利等八款）。

１１﹐２２（一０，二三）京汉铁路工人在长辛店秘密会议，商援助陇海路罢工工人。

１１﹐２３（一０，二四）

（１）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提出关税自主案。

（２）留法勤工俭学生蔡和森、陈毅、利瓦伊汉等，被法国遣送回国。

（３）湖北宜都兵变（第二师）。

１１﹐２４（一０，二五）

（１）川军退出施南（因施宜镇守使赵荣华之压迫）。

（２）外交部驳覆１１﹐１９阿格辽夫，仍请远东共和国派员赴满洲里会议蒙古撤兵问题。

１１﹐２５（一０，二六）

（１）国际交通新约签字。

（２）中国代表王宠惠在华会提议撤消领事裁判权问题，施肇基提出撤消客邮。

（３）美国务卿休士电美公使舒尔曼，已与英代表巴尔福商妥调停中日山东问题。

（４）中英厦门海后滩交涉。

１１﹐２６（一０，二七）陇海铁路罢工解决。

１１﹐２７（一０，二八）

（１）驻陕第七师吴新田击败前陕南镇守使张宝麟，陕军第一师第一旅岳维峻攻邠县郭金榜

部。

（２）美公使舒尔曼晤外交总长颜惠庆，商中日山东问题，颜愿接受英调停。

１１﹐２８（一０，二九）

（１）川军喻培棣、唐式遵、张冲退巫山。

（２）沈鸿英军由江西窜湖南浏阳（１２﹐６退出）。

（３）中国代表施肇基提出撤退在华外国军警案。

１１﹐２９（一一，一）施肇基、顾维钧晤美国务卿休士、英代表巴尔福，商鲁案问题。

１２﹐１（一一，三）

（１）中日鲁案（山东问题）交涉由英美调停开始在华盛顿谈判，美总统及国务卿致介绍词

（美派马慕瑞、培尔，英派朱尔典、蓝浦森为观察员）。

（２）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六千人罢工，反对车行加车租。

（３）徐世昌、靳云鹏发生争端，均声称辞职（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为徐之私人，为靳所不

满，张作霖亦电请罢斥，盐务公署署长潘复为靳之私人，因吴佩孚之攻击去职，靳拟以潘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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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张寿龄，徐力持不可，最后以接近直系之汪士元继任烟酒公署督办，而以接近奉系之锺世

铭为盐务署长）。

１２﹐２（一一，四）

（１）广州省宪法草案审查完竣。

（２）中日鲁案第二次会谈，日主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中主收回。

１２﹐３（一一，五）

（１）徐世昌通电，表示消极。

（２）唐继尧自香港到广州，晤陈炯明，陈允助以饷械（孙中山屡派汪兆铭等赴港相邀）。

（３）中国代表顾维钧提出交还列强在中国租借地案。

１２﹐４（一一，六）孙中山总统抵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北伐（大本营所辖有粤军许崇智、

福军李福林、滇军朱培德、黔军谷正伦、赣军彭程万）。

１２﹐５（一一，七）

（１）唐继尧到广西梧州（陈允助以饷械）。

（２）出席华盛顿会议之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刁作谦、顾问黄郛不满鲁案交涉，宣布辞职。

（３）中日鲁案会谈，无结果。

１２﹐６（一一，八）

（１）英美法日太平洋公约签字。

（２）出席华盛顿会议之代表王宠惠及高等顾问周自齐、蔡廷干电请辞职。

１２﹐７（一一，九）

（１）德国新任公使博邺呈递国书。

（２）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顾维钧、施肇基因鲁案交涉困难电请辞职。

（３）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委员会中声明旅顺大连租借地应于１９２５年满期，１

９１５年二十一条中之九十九年展期要求无效。

（４）北京南苑及清河航空工厂职工因欠薪罢工。

１２﹐８（一一，一０）

（１）顾维钧提出各国不得订立有关中国条约并公布成约案。

（２）苏俄外长翟趣林通知英美法日等国，华盛顿会议不得讨论中东铁路问题。

（３）上海国民大会游行示威力争鲁案。

１２﹐９（一一，一一）

（１）中法商定在海防添设领事。

（２）外交部要求英使停建厦门海后滩码头，撤退军队。

（３）唐继尧自广西梧州赴柳州，准备回滇（孙中山曾派胡汉民来梧，劝唐赴桂林就大本营

参谋长，不果）。

１２﹐１０（一一，一二）

（１）华盛顿会议通过调查中国司法。

（２）中日代表在华盛顿开始谈判胶济铁路问题（日方初要求合办，继提出借款赎回，由日

人任总工程师、车务长、会计长，我均不允）。

（３）外交部慰留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等。

（４）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讲【军人精神教育】。

（５）京绥路员工因与会计处长口角，全路罢工（十七日解决）。

（６）广西郁林粤军胡汉卿撤往高州，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李宗仁进驻郁林（李部已受陈炯明

收编）。

１２﹐１１（一一，一三）

（１）外交部公布中日鲁案交涉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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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湖南省宪经人民总投票可决。

１２﹐１２（一一，一四）

（１）新任法使傅乐猷呈递国书。

（２）苏俄代表巴伊开到北京。

（３）北京国民大会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山东，并向各国公使及外交部请愿主持公道，尊重

民意。

（４）王宠惠在华会提出废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或利益范围。

（５）华盛顿会议通过撤消在华客邮案（１９２３﹐１﹐１实行）。

（６）张作霖到天津，靳云鹏自北京往迎。

１２﹐１３（一一，一五）

（１）英美日法四国协约在华盛顿成立。

（２）孙中山致电顾品珍，予以嘉慰。

（３）上海中华妇女界联合会之【妇女声】出版。

１２﹐１４（一一，一六）

（１）张作霖至北京，商内阁问题（时徐靳冲突，旧交通系运动张作霖，谋改组内阁，尤集

矢于交通总长张志潭）。

（２）王宠惠在华会远东委员会提出取消二十一条案。

（３）中日鲁案会谈，日本代表允放弃胶济铁路合办原则，可由中国赎回，但须向日方借款，

中国代表主自以现款赎回（１２﹐１５;１６日方仍坚持借款，用日人为工程师、车务长、

会计长）。

１２﹐１５（一一，一七）孙中山总统宣布徐世昌卖国奸谋，主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利，

废除二十一条。

１２﹐１６（一一，一八）

（１）熊希龄、李石曾等组织华法学务协会，共筹救济留法俭学生。

（２）苏俄代表巴伊开及远东共和国政府代表阿格辽夫至外交部递国书。

１２﹐１７（一一，一九）靳云鹏辞职赴天津。

１２﹐１８（一一，二０）

（１）徐世昌准靳云鹏辞职，命颜惠庆暂代国务总理。

（２）施肇基等电外交部，昨续议胶济铁路问题，日方仍坚持向日本资本家借款，期限二十

年，我不允。

（３）多伦兵变。

１２﹐１９（一一，二一）

（１）曹锟应徐世昌张作霖邀，自保定到北京。

（２）张作霖谒徐世昌，主改组内阁。

（３）新银行团拉门德宣言，否认银团希图管理中国财政之说。

（４）广州决定分三期裁兵。

１２﹐２０（一一，二二）

（１）张作霖访美公使舒尔曼，抨击政府无能腐败。

（２）中日鲁案交涉（已经过十七次谈判）因胶济路问题不协，停止谈判。

１２﹐２１（一一，二三）

（１）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与刘湘代表议定川鄂媾和约十七条。

（２）施肇基等电外交部，报告胶济路问题交涉情形，并请示如日愿受现款交路，我有无筹

措办法。

（３）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决定合并为中华教育改进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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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成立，蔡元培、范源廉、郭秉文、黄炎培、汪兆铭、张伯苓等任董事）。

１２﹐２２（一一，二四）孙中山电廖仲恺、汪兆铭、蒋中正与徐树铮商洽。

１２﹐２３（一一，二五）

（１）旅京第一届国会议员宣言主完成宪法，促进自治。

（２）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张继同行（张春木即张太雷任翻译），晤孙中山（商联俄

容共）。

（３）孙中山任命粤军第七独立旅长吴忠信兼大本营宪兵司令。

１２﹐２４（一一，二六）

（１）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张作霖之力），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高凌霨（直系），财政

张弧（交通系），陆军鲍贵卿（奉系），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董康代），教育黄炎培（齐

耀珊代），农商齐耀珊（奉系），交通叶恭绰（交通系）。

（３）唐继尧到广西柳州，接统滇军李友勋胡若愚部（李部系自蒙自入广西，龙云属之，胡

部系自昭通经贵州入广西）。

１２﹐２５（一一，二七）

（１）增设驻巴拿马公使。

（２）广州排字工人罢工。

１２﹐２６（一一，二八）

（１）北京国立八校校长因积欠辞职。

（２）马林离桂林。

（３）孙中山派林云陔为广西银行总理。

１２﹐２７（一一，二九）

（１）日使小幡访外交部长颜惠庆，劝以借款合同代替赎回胶济铁路之议，否则日政府必训

令华盛顿代表终止谈判。颜允与梁士诒、叶恭绰访商。

（２）以张謇为江北沿海五县新运河督办。

（３）陕西陈树藩部战败，退往四川广元，依附川军。

１２﹐２８（一一，三０）

（１）以郑洪年为交通次长。

（２）外交部电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询英美对鲁案倾向。

１２﹐２９（一二，一）

（１）施肇基等电外交部，俟与美英代表订期会晤，请暂勿答复１２﹐２７小幡访问各节。

（２）日使小幡访梁士诒，谈胶济铁路事，梁告以拟定借款自办。

（３）云南总司令顾品珍电告孙中山总统，以金汉鼎代理滇军总司令官，于下月初旬开拔北

伐（仍以范石生为先遣司令，改以杨蓁、蒋光亮、杨希闵为第一、二、三路司令）。

１２﹐３０（一二，二）施肇基等电外交部，对赎回胶济路事宜坚持，勿为日方所动，并拟

两种办法（现款收赎及分期收赎）。

１２﹐３１（一二，三）

（１）曹锟不满梁士诒组阁，出京回保定。

（２）外交部电施肇基等，梁士诒拟定借款赎胶济路（或作借日款自办。按所谓借款，似含

有借日款之意）。

（３）美公使舒尔曼与张作霖谈中东铁路问题，主暂由国际监管（张不同意）。

（４）外交部电施肇基等，交通部对胶济路问题认为现款赎路恐难实行，可用国库券作保证

偿还，期限十年或十二年，允用日人充会计长及副车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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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２２──中华民国十一年壬戌

１﹐１（一二，四）

（１）湖南省宪公布。

（２）北京政府取消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刘询等之通缉令（梁士诒

承张作霖意而行，意在联络皖系，共制吴佩孚）。

（３）朱和中自柏林函孙中山，商中俄德联盟事（朱于去年赴德，前德国驻华公使辛慈曾与

接洽）。

（４）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刘伯明（经庶）、吴宓、梅光迪、柳诒征主办之【学衡】杂志出版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停刊）。

１﹐２（一二，五）

（１）吴佩孚电北京索饷（梁士诒未能应）。

（２）远东共和国代表阿格辽夫与俄事委员长刘镜人开始谈判中俄通商事务。

（３）郑州京汉汴洛铁路机工因与军队冲突，罢工。

（４）北京任命薛之珩为京师警察厅总监。

（５）孙中山总统任命陈白（少白）为国立中华国民银监督。

１﹐３（一二，六）中国留美学生会及国内各团体请施肇基等否认梁士诒训令。

１﹐４（一二，七）

（１）中日鲁案在华盛顿重开谈判（１﹐６复以交还胶济铁路问题停止）。

（２）施肇基等电外交部，英国反对梁士诒与小幡之谈话，盼北京方面即停止续谈（１﹐６

到）。

（３）特派王乃斌督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代宋小濂）。

（４）广西省长马君武电孙中山请辞。

（５）顾品珍宣布离滇，云南总司令暂由卫戍司令金汉鼎代理。

１﹐５（一二，八）

（１）华会远东委员会议决中国关税案：（一）

华会闭会后四个月以内，在上海开会修正税则，发表后二月以内，按新税则抽百分之五。四

年后再修正，以后每七年修正一次。（二）中外会商废除厘金后，可值百抽一二。五。（三）

普通货增收值百抽二。五之附加税，奢侈品增收值百抽五之附加税。

（２）英、法、美、日四使因华会裁兵委员会之议决，劝告中国裁兵。

（３）吴佩孚借鲁案交涉，通电攻击内阁总理梁士诒，斥其擅允借日款，赎胶济路（直奉明

白冲突）。

（４）国务院外交部通电宣布鲁案交涉现状（倒填日期）。

（５）特派曹汝霖为劝办实业专使（新交通系及安福系均渐出）。

（６）云南省议会电请孙中山总统制止唐继尧回滇。

１﹐６（一二，九）

（１）香港海员三万余人罢工，要求加资（广州政府予以支持，因之马林对国民党颇具好感）。

（２）华府中日会议赎胶济路事，日坚持借款，并拒绝中国邀请美英外长调停或加入会议之

提议。

（３）海军截留两淮盐税充饷。

（４）北京任命韩麟春（奉系）为陆军次长。

１﹐７（一二，一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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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梁士诒通电，谓对胶济路价款归还办法，并无成见，盼各方切实筹维。

（２）梁士诒发表对外宣言，声明对于鲁案完全赞同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

（３）江苏督军齐燮元、省长王瑚、江西督军陈光远、省长杨庆鋆通电响应吴佩孚１﹐５电。

（４）北京交通银行通告无限制兑现。

（５）北京华威银行成立（中国挪威丹麦合资）

。

（６）长沙华实公司工人二千余因要求发给赏金一个月双薪不遂，开始罢工（湖南劳工会领

导）。

１﹐８（一二，一一）

（１）吴佩孚再电攻击梁士诒。

（２）山东督军田中玉通电响应吴佩孚。

（３）孙中山总统任命顾品珍为云南讨贼军总司令，金汉鼎代理滇军总司令。

（４）谷正伦自广西长安电讨卢焘，称定黔军总司令。

（５）北京宣布自４﹐１起停止中俄通商减税免税办法。

１﹐９（一二，一二）

（１）吴佩孚通电反对交通总长叶恭绰用日本技师电料敷设沪宁汉长途电话。

（２）湖北督军萧耀南通电响应１﹐５吴佩孚电（陕西督军冯玉祥亦有通电）。

１﹐１０（一二，一三）

（１）吴佩孚三电攻击梁士诒。

（２）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电外交部，询问有无在京与日本公使开议鲁案。

（３）外交部电施肇基等解释梁士诒对小幡之谈话（梁云胶济路拟借款自办）。

（４）华盛顿会议劝中国厉行裁兵。

（５）苏俄代表巴伊开第一次与李垣、刘镜人商归还库伦事。

１﹐１１（一二，一四）

（１）吴佩孚电梁士诒，限七日下野。

（２）国务院声明对胶济路始终主赎回自办，无在北京直接谈判及借日款之意。

（３）华盛顿中日鲁案交涉因英美调停复开议。

１﹐１２（一二，一五）

（１）吴佩孚五电诋梁士诒及叶恭绰、张弧，斥为卖国内阁。

（２）湖北督军萧耀南通电响应吴佩孚。

（３）国务院外交部电复施肇基等，否认与日本在京开议鲁案。

（４）香港中国海员六万余人罢工，要求加薪（由中华海员联合会林伟民、苏兆征等策动）。

广州政府予以支持。

（５）长沙警察枪杀华实公司罢工工人。

１﹐１３（一二，一六）

（１）梁士诒对鲁案通电自白，主立刻完全赎回胶济路，并对吴佩孚备致推崇。

（２）江苏督军齐燮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分别通电响应吴佩孚。

（３）孙中山电令云南顾品珍等出发北伐。

１﹐１４（一二，一七）交通部电促国民筹款赎胶济路。

１﹐１５（一二，一八）

（１）传吴佩孚及直系谋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以黎元洪为总统，曹锟副之，期与西南各省

及陈炯明合作。叶恭绰运动美英等公使阻止，美使谢绝。

（２）吴佩孚六电诋梁士诒，应迅速下野。

（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办之【先驱】半月刊在上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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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３﹐８﹐１５停刊）。

（４）中国旅法无政府主义派之【工余】月刊在巴黎出版。

（５）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举行德国共产党李卜克内西与卢森保女士殉难四周年纪念

会。

（６）派王景春会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

１﹐１６（一二，一九）

（１）广州大本营组织七军，驻扎桂林，准备北伐。

（２）顾品珍通电就北伐军滇军总司令职，并受孙中山总统命令，出师北伐，由金汉鼎留守

（同时将滇军第一路司令杨蓁免职，传杨蓁对顾与唐继尧之争，取中立）。

（３）河南督军赵倜通电响应吴佩孚。

１﹐１７（一二，二０）

（１）湖南省长赵恒惕捕杀湖南劳工会会长黄爱、副会长庞人铨，谓其盛倡无政府主义，煽

惑人心，密谋暴动（黄年二十四，庞年二十三）。

（２）全国商教联合会联合北京各界共同组织救国赎路集金会。

（３）外交部电施肇基等迅即再向各省军民长官解释梁士诒与日使小幡关于赎回胶济路之谈

话。

（４）管理将军府事务毅军军统姜桂题卒。

１﹐１８（一二，二一）

（１）英法日三使抗议海军截留两淮盐款，并由英海军派舰开往扬州监视。

（２）山东督军田中玉电称山东全省任三百万元赎路（此后各省督军多有此种空口表示）。

（３）陕西督军冯玉祥通电响应吴佩孚。

（４）陕西暂编第一师胡景翼部袭击于右任之三原靖国军总司令部，于西走淳化（三月，去

武功，依杨虎城）。

（５）唐继尧通电暂在广西柳州设滇军总司令部。

（６）桂军沈鸿英降于吴佩孚。

（７）蒋中正自广州到桂林。

１﹐１９（一二，二二）

（１）吴佩孚及苏、赣、鄂、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电请罢斥梁士诒，否则与断绝关系（徐

世昌将该电批交国务院，并示意梁辞）。

（２）美国务卿许斯、英代表巴尔福劝施肇基等将胶济路事在华府解决，以举券赎路，十五

年为期，并用日人充车务长、会计长，施等允用日人充副车务长、副会计长。

（３）外交部答复英使促开西藏交涉会议照会，并提出十条款。

（４）北京发行盐余库券一千四百万元（一四库券）。

（５）孙中山总统任命谷正伦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彭汉章、王天培分任旅长。

（６）香港罢工海员到粤者五千余人。

（７）日本在芜湖设领事馆。

１﹐２０（一二，二三）

（１）北京国民外交联合会宣布梁士诒罪状。

（２）以刁敏谦兼驻巴拿马公使。

（３）特任王士珍为德威上将军兼管理将军府事务。

（４）毅军归陆军部管理。

１﹐２１（一二，二四）

（１）共产国际召开之远东劳工大会（即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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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瞿秋白及留学东方大学之刘少奇、彭述之、王荩美、卜士琦〔道明〕等），国民党代表

张秋白，工会及无政府党代表黄凌霜，广东妇女代表黄璧魂（与陈炯明接近），山东各团体

代表王乐平，铁路工人代表邓培，湖南劳工代表王光辉，武汉新闻记者贺衷寒，教职员联合

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代表（中国代表共三十余人，又社会党江亢虎亦列席一次），

及日本（片山潜）、韩国（金奎植）、印度（

鲁易）、蒙古、爪哇代表（该会原定于１９２１﹐１１﹐１１在伊尔库茨克举行，以对抗华

盛顿会议，未果）。

（２）唐继尧任李友勋、田锺毅、胡若愚、杨益谦为第一、二、三、四四军军长。

１﹐２２（一二，二五）

（１）共产国际书记齐诺维夫在远东劳工大会报告，主中国共产党与非无产阶级之革命党联

合，对抗资本帝国主义者，并批评孙中山及国民党对美国之期望。

（２）英美两国代表许斯及巴尔福再劝施肇基等将山东问题在华府解决，接受日本让步之条

件（以十五年为期之国库券赎胶济路，五年后得一次赎清，用日人为车务长，中日人各一为

会计长）。

（３）江苏督军齐燮元电诋梁士诒。

１﹐２３（一二，二六）

（１）梁士诒请假赴天津。

（２）清太傅世续卒。

（３）苏俄援远东共和国之例，改派来华代表为常驻北京代表。

１﹐２４（一二，二七）

（１）列宁接见张秋白、张国焘、邓培，谈及国民党共产党合作之可能（大约在是日）。

（２）赵恒惕函谭延闿，请制止两广北伐，并劝与陈炯明团结。

（３）北京政府以侨民之请特设侨务局。

（４）美公使舒尔曼力劝颜惠庆接受关于鲁案调停方案。

（５）美海军部长登巴再三劝施肇基接受１﹐２２许斯之劝告。

１﹐２５（一二，二八）

（１）美总统哈定接见施肇基，劝接受１﹐２２之劝告。

（２）梁士诒请假，由颜惠庆暂兼代国务总理。

（３）陕西督军冯玉祥电请罢斥梁士诒。

（４）浙督卢永祥主继任内阁，须实行不借外债，财政公开二信条。

１﹐２６（一二，二九）

（１）发行【偿还内外短债八厘债券】，总额九千六百万元（即所谓九六公债或盐余公债）。

（２）英公使艾斯顿劝颜惠庆接受鲁案调停方案。

（３）广州外交部长伍廷芳照会美国政府，要求承认广州政府。

１﹐２７（一二，三０）外交部训令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接受美国对鲁案之调停条件。

１﹐３０（一，三）

（１）张作霖电徐世昌，将梁士诒关于胶济路案有无卖国行为，宣示国人（助梁反吴）。

（２）孙中山与胡汉民、蒋中正商决将大本营自桂林移韶州。

１﹐３１（一，四）

（１）中日鲁案（山东悬案）谈判终了（前后经过三十五次会议）。

（２）外交部公布鲁案交涉经过（胶澳交还，日人放弃山东权利，胶济路赎回自办）。

（３）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 Savorov在远东劳工大会讲演，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联合

（仍保持自身组织），及组织农民之重要。

（４）马林离华返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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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一，五）

（１）华盛顿会议第五次全体委员会，通过关于在中国之客邮，门户开放，铁路统一，希望

中国裁兵，公布外国对华契约及在华无线电台诸案，与英、美、日、法、义海军公约。

（２）张作霖再电徐世昌，请昭示梁士诒关于胶济路案有无卖国情形。

（３）香港政府封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海员罢工风潮扩大，各工会应之。

（４）海军舰队索饷解决。

２﹐２（一，六）

（１）中国代表在华盛顿全体委员会中提出之二十一条问题，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宣言放弃

关于满蒙之一部份，撤回第五项之保留（

中代表主废止全约，美代表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未得结果，仅将三国宣言，存入大会

记录）。

（２）远东劳工大会闭幕。

（３）派王怀庆会办毅军事宜（姜桂题上月卒）

。

２﹐３（一，七）孙中山在桂林以大元帅名义，下北伐动员令，第一路以李烈钧为总司令，

率滇黔赣各军攻江西，兼取鄂东，第二路以许崇智为总司令，率粤军，并联合湘军出岳州，

直袭武汉，均自桂林出发。

２﹐４（一，八）

（１）华盛顿会议第六次全体委员会通过九国远东公约及中国关税条约。

（２）中日山东悬案解决正约十一条，附约八条，会议记录四条，在华盛顿签字（收回胶澳

租界及海关权，日本放弃德人原在山东之优先权，胶济路分年赎回，其高徐及济顺路由国际

财团承借，烟潍路由中国自建，青烟、青沪海线及青岛济南无线电台交还，青岛盐场赎回，

胶济路日军撤退）。

（３）曹锟在保定召开会议。

（４）任命王汝勤为荆州镇守使。

２﹐６（一，一０）

（１）英、美、日、法、义五国海军协定及中、英、美、法、日、义、比、荷、葡九国公约

签字，华盛顿会议闭幕。

（２）中波（波斯）通好条约在罗马互换。

２﹐７（一，一一）

（１）苏俄外长翟趣林再致书孙中山，报告东方劳工大会情形，并重伸苏俄对中国人民友谊

与愿望。

（２）巴黎勤工俭学学生举行大会，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富春、利瓦伊

汉、聂荣臻、王若飞、向警予、蔡畅等领导，要求【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蔡、周等

组有工学互助社）。

（３）王宠惠当选为国际法庭候补裁判员。

２﹐８（一，一二）

（１）张作霖在奉天会议对吴佩孚军事问题，直军师长王承斌出关调停（时奉方因有粤皖之

助，并有派张勋南下赴徐州计划，战意颇强）。

（２）北京派郑洪年出席国际交通大会。

（３）巴黎勤工俭学学生向中国使馆请愿，为法国警察驱散。

２﹐９（一，一三）财政部通电说明发行九千六百万元盐余公债原委（九六公债）。

２﹐１０（一，一四）

（１）吴佩孚通电表示对时局无用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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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北京派蔡廷干为修改通商进口税则委员会主任。

（３）英政府允禁新疆英领事强迫华民入籍。

２﹐１１（一，一五）

（１）直系师长王承斌再赴奉天调停，赵尔巽亦往（曹锐旋亦往，时直系中王承斌、曹锐及

奉系之张景惠均主和）。

（２）上海三新纱厂工人六千余罢工，要求加资（未成）。

（３）日美 Yap岛问题解决。

２﹐１２（一，一六）

（１）张作霖代表李梦庚（绍白）到桂林，晤孙中山。

（２）上海浚浦局改为港务局。

（３）北京公私立各校发起之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成立。

２﹐１３（一，一七）

（１）北伐军李烈钧部抵湖南永州东进，许崇智部抵湖南宝庆北进，江西督军陈光远告急。

（２）章炳麟、谭延闿、柏文蔚、张知本等上书孙中山，主北伐军定向江西，暂勿出湖南。

（３）段祺瑞自北京到天津（作反直系活动）。

２﹐１４（一，一八）

（１）外交部拒绝海参崴政府承袭旧俄在华权利要求。

（２）卢永祥通电商榷财政公开方案。

２﹐１５（一，一九）

（１）国民监督财政大会筹备会在北京成立。

（２）外交部宣布华会关于中国之议决案。

（３）北京马克斯主义研究会主编之【今日】月刊出版。

２﹐１６（一，二０）财政部订定遗产税税则大纲。

２﹐１７（一，二一）

（１）司法部令各省改良司法监狱。

（２）外交部设立太平洋会议善后会。

（３）特派董康为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会长。

（４）拨款二万元赈济俄国灾荒，并电各省捐款赈济。

（５）山东利津黄河水灾。

（６）滇军将领李友勋、胡若愚、杨益谦、郑开文通电唐继尧回滇，筹备北伐。

２﹐１８（一，二二）

（１）唐继尧前队抵滇边。

（２）奉系官佐眷属全离北京。

２﹐１９（一，二三）

（１）吴佩孚通电主宣布梁士诒借款内幕。

（２）日本允将延珲一带所设电话线电报杆让与中国，惟图们江元道沟之电报线则不允让与

或撤销。

（３）阿尔泰边俄人要求通商。

（４）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举行第一次公开讲演会，李大钊（守常）讲马克斯经济学

说。

２﹐２０（一，二四）

（１）英使艾斯顿根据善后借款合同，抗议九六公债条例。

（２）唐继尧自广西柳州抵泗城（唐部第一军长李友勋于庆远河池途中遭桂军截击，战殁，

龙云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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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１（一，二五）

（１）孙中山与蒋中正商联合张作霖对抗直系。

（２）吴佩孚在洛阳召开直鲁豫鄂苏赣陕甘八省代表会议。

（３）王承斌三次到沈阳。

２﹐２３（一，二七）

（１）孙中山电责唐继尧擅设总司令部，调遣军队，反戈回滇，违抗命令，不顾大局，令滇

黔赣各省，严行制止。

（２）明令定胶济路为民有。

（３）航空署为推广北京兰州航空事宜，向维克斯公司借款三十万镑。

２﹐２４（一，二八）

（１）广州政府严禁蓄婢。

（２）唐继尧部占广南。

（３）法国霞飞元帅至北京。

（４）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京，在北京大学讲世界语（１９２３﹐４﹐１６离去）。

２﹐２５（一，二九）徐世昌通电，调解直奉冲突，拟以鲍贵卿继梁士诒组阁（张作霖不表

同意）。

（２）藏番围攻打箭炉。

２﹐２６（一，三０）

（１）吴佩孚攻击北京财政总长张弧发行九六公债，请免职惩办。

（２）孙中山之代表伍朝枢到沈阳。

（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委员会主办之【青年周刊】出版。

２﹐２７（二，一）

（１）孙中山在桂林举行北伐誓师典礼，粤军第七旅即出发。

（２）孟恩远等调停直奉之争。

２﹐２８（二，二）

（１）中俄中东路协议成立，由中国收回管理。

（２）吴佩孚令第二十四师长张福来为岳州警备司令，进驻湘阴，防北伐军。

（３）唐继尧占领云南广南。

（４）中国共产党决定接受远东劳工大会决议案。

３﹐１（二，三）

（１）教育部成立筹办退款（庚子赔款）兴学委员会。

（２）司法部令各省恢复初级法庭。

（３）陕督冯玉祥、鄂督萧耀南商联防办法（防陈树藩军）。

３﹐２（二，四）

（１）张景惠、鲍贵卿自北京到天津，晤曹锐，即偕赴奉天，调解时局。

（２）特派王正廷督办鲁案善后事宜，田中玉为会办。

（３）贵州总司令卢焘通电，声明无意回桂，亦无意留黔（时刘显世、袁祖铭正准备自湘西

进攻贵州）

。

３﹐４（二，六）

（１）美国总统哈定宣布武器军火输往中国为非法（同日国务院照会意大利大使：是否放弃

１９１９﹐５﹐５协议之保留）。

（２）香港罢工中国海员行抵九龙沙田，被英军阻击，死三人，伤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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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湖北蕲春兵变。

３﹐５（二，七）

（１）【唐努乌梁海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并派使赴莫斯科与苏俄建立友好关系。

（２）财政总长张弧因九六公债案离京。

（３）贵州省议会请王伯群就任省长职（孙中山所任命）。

３﹐６（二，八）香港政府允启封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增加工资二成，优恤死伤工人（３

﹐８工潮平息）。

３﹐７（二，九）

（１）唐继尧军占领云南开化（文山），滇南匪首吴学显应之。

（２）毅军营务处长白承颐在北京被害。

３﹐８（二，一０）

（１）孙中山之代表伍朝枢离奉天南下（伍告沈阳美副领事，已与张作霖商妥以孙中山为总

统，段祺瑞为副总统，梁士诒为内阁总理，另组新国会，并传张以二百万元助孙）。

（２）孙中山函廖仲恺曹埃布尔策划中俄德联盟事（前德国驻华公使辛慈将到香港，孙嘱曹

接待来广州）

。

（３）派朱兆莘参与国际联合禁烟委员会。

（４）中英厦门海后滩交涉解决。

３﹐９（二，一一）

（１）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北京学生【非宗教同盟】应之，均为对即将在北京

举行之世界基督学生同盟大会而发，蔡元培等亦发表非宗教论）。

（２）曹锐到沈阳。

３﹐１０（二，一二）

（１）吴佩孚通电声明反对梁士诒乃反对其媚外政策，非反对其组阁（曹锟抑吴，谋与奉妥

协）。

（３）张作霖寿辰，邀各方代表商时局。

３﹐１１（二，一三）

（１）北京总统催办第三届国会选举（时传张作霖拟恢复旧国会，改选总统）。

（２）远东共和国代表要求撤退海兰泡中国驻军。

３﹐１２（二，一四）

（１）派米振标为驻近畿毅军司令，常德盛为驻豫皖毅军司令。

（２）财长张弧辞，以锺世铭代部务。

３﹐１３（二，一五）唐继尧军得吴学显之助，占领云南蒙自，败顾品珍之副司令张开儒。

３﹐１４（二，一六）

（１）北京公立各小学校长因经费无着，辞职。

（２）日本设领事馆于张家口。

３﹐１５（二，一七）

（１）张作霖声称不撤关内奉军。

（２）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银行公会、律师公会、报界联合会等八团

体在上海成立国是会议。

３﹐１６（二，一八）

（１）湖南代表赴桂林，阻北伐军入湘，并请吴佩孚等撤退岳州军队。

（２）英国交还威海卫交涉决定在伦敦谈判。

（３）因日使要求，安东关仍维持原状（原拟废止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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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四川刘湘通电不附西南。

（５）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定于四月一日在北京开会。

３﹐１７（二，一九）教育次长陈垣辞职。

３﹐１８（二，二０）

（１）前黔军师长袁祖铭（刘显世系）得吴佩孚之助，组织定黔军，由湘西晃县进入贵州，

驻防铜仁之第一旅应之，旅长窦居仁及王伯群主出走。

（２）多伦兵变。

（３）北京派王景春署理东省铁路督办。

３﹐２０（二，二二）

（１）顾品珍被匪首吴学显击袭败死，吴部占领宜良。

（２）伍朝枢偕张作霖之代表朱庆澜、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香港，邓铿、谢持自广州来晤。

（３）国民党代表马伯援自上海到西安，晤冯玉祥。

３﹐２１（二，二三）

（１）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在广州遇刺。

（２）芜湖人力车夫罢工，反对加车租。

３﹐２２（二，二四）

（１）袁祖铭之定黔军连占贵州、铜仁、玉屏、镇远等县（广西黔军谷正伦部旅长王天培、

彭汉章均叛归袁）。

（２）远东政府对炮击戊通公司商轮案解决，赔五万元。

３﹐２３（二，二五）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伤卒，年三十八岁。

３﹐２４（二，二六）

（１）唐继尧部龙云占领云南省城（昆明），逐走金汉鼎。

（２）赵恒惕之代表李汉丞到桂林，阻北伐军入湘。

３﹐２５（二，二七）

（１）自昆明出走之云南巡阅使罗佩金在楚雄镇南间为匪首普小红所逮（旋处死），金汉鼎

及云南警察厅长朱德取道川边会理、西昌北去）。

（２）派驻瑞士公使汪荣宝补签禁止贩卖妇孺公约。

３﹐２６（二，二八）

（１）孙中山以陈炯明阻挠北伐，决潜师回粤（蒋中正主张）。

（２）安徽蚌埠安武军哗变。

３﹐２８（三，一）

（１）中日胶济铁路沿线撤兵协定签字。

（２）冯玉祥得徐谦电，谓陈炯明与吴佩孚联合，粤将有变。

（３）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击退藏番。

３﹐２９（三，二）

（１）苏俄代表巴伊开抗议俄旧党在华活动。

（２）清肃亲王善耆卒。

３﹐３０（三，三）

（１）陆军部职员以欠薪不发，停办公。

（２）国民监督财政会被解散。

（３）留法学生李鹤龄（合林）酒醉，枪击驻法公使陈箓之汽车。

３﹐３１（三，四）

（１）张作霖电京派第二十七师入关，拥护近畿。

（２）修正税则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到英、日、法、义、比、荷、丹、巴西、挪威、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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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国。

４﹐１（三，五）

（１）湖南军界（排长以上）在衡州开会，十之七八主赞助南军。

（２）广西林俊廷军败粤军，占雒容。

（３）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

４﹐２（三，六）

（１）第一届国会议员运动恢复旧国会。

（２）唐继尧通电就任云南省长。

４﹐３（三，七）

（１）贵州总司令卢焘因袁祖铭军之进迫，自贵阳退往遵义（旋调胡瑛、何应钦等旅反攻失

败）。

（２）吴佩孚生日，邀各方代表会议。

（３）哈尔滨驻军南开，准备入山海关。

（４）参谋部职员以欠薪停止办公。

４﹐４（三，八）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学校开会。

４﹐５（三，九）

（１）陈炯明电质孙中山移军回粤。

（２）特任韩国钧为山东省长（未赴，原由田中玉兼）。

４﹐７（三，一一）张绍曾通电主张（一）由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二）由各省共谋根本改

造。

４﹐８（三，一二）

（１）孙中山自桂林南下。

（２）云南省议会举唐继尧为省长。

（３）徐世昌以周自齐署教育总长兼国务总理（谋借此调和直奉之争）。

（４）山东利津黄河暴涨，淹毙人民甚众。

４﹐９（三，一三）

（１）张作霖令京奉路西段车辆开往东段，运兵入关。

（２）袁祖铭之定黔军占领贵阳。

（３）英美公使向北京外交部提议改良中东路办法三条。

（４）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在长辛店会议，筹备组织总工会。

（５）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开会。

４﹐１０（三，一四）

（１）张作霖电曹锟，责令吴佩孚回两湖巡阅使本任，听梁士诒等销假视事。

（２）吴佩孚令京汉路顺德以南货车准备运兵北上。

（３）奉军进驻天津附近之良王庄军粮城。

４﹐１１（三，一五）

（１）保定直军将领会议，一致主战，拒绝曹锐所携回之奉方条件。

（２）湖北督军萧耀南电徐世昌，反对周自齐为内阁总理。

（３）国民党代表马伯援自西安到三原，晤胡景翼，劝胡与冯玉祥合作。

４﹐１２（三，一六）

（１）北伐军自桂林回师抵梧州。

（２）山东督军田中玉以日轮运张宗昌及便衣奉军入山东谋乱，电请北京政府向日使交涉。

（３）奉军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部自军粮城沿津浦路南开，进向马厂，直军第二十六师曹

部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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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直隶省长曹锐以主和失败，请假。

（５）新疆杨增新电告收复科布多。

（６）【劳动组合书记部】通告定本年５﹐１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共邓中夏、

张特立﹝国焘﹞、罗章龙主之）。

４﹐１３（三，一七）

（１）唐继尧电广州政府，不变护法初衷，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

（２）毅军统领米振标奉徐世昌命到开封，调解赵倜与吴佩孚之争。

（３）意大利通知美国，不再以武器军火售与中国。

（４）外交部与苏俄代表巴伊开商定恢复伊尔库茨克领事馆。

４﹐１４（三，一八）

（１）公使团警告外交部，塘沽、秦皇岛、天津驻兵，违反辛丑条约。

（２）英使艾斯顿对外交部提出交还威海卫条件。

（３）胶济路日军开始撤退。

４﹐１５（三，一九）

（１）外交部照会苏俄代表巴伊开，如撤退库恰俄军，中国愿早解决悬案。

（２）日俄（远东共和国）大连会议决裂。

（３）财政部职员以欠薪停止办公。

（４）广州各团体要求普选。

４﹐１６（三，二０）

（１）公使团以直奉军事行动，根据辛丑条约组织海陆联合军分驻京津等处。

（２）奉军李景林部万余进驻津浦路之独流。

（３）以直军二十六师曹 退出马厂，吴佩孚免曹 职，以张国镕代理。

（４）驻湘南之北伐军奉孙中山命陆续撤退，声称将移向赣边（

赵恒惕不允北伐军假道湖南）。

（５）孙中山自桂林到梧州，电召陈炯明来晤，不至。

（６）中东铁路督办请向各国公使催索各国运兵赴俄积欠之运费二千三百五十一万元。

（７）上海日华纱厂工人罢工，要求加工资（二十五日解决）。

４﹐１７（三，二一）

（１）奉军进驻直隶之马厂芦台。

（２）外交部因各国提议扩充中东路技术权限，反对中国收归国有，特照会使团，声明该路

主权为中国所有，他国不应干预。

４﹐１８（三，二二）

（１）直军进驻京汉路之琉璃河。

（２）陕督冯玉祥通电反对奉军入关，并声明以陕事交刘镇华，躬率第十一师及胡景翼师、

张锡元旅、张之江旅出潼关入洛阳（是为直军之后援军，并负监视赵倜之责）。

（３）司法内务二部职员因欠薪停止办公。

４﹐１９（三，二三）

（１）张作霖通电声明军队入关，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凡有干政乱纪者，即视为统一和

平之障碍。

（２）吴佩孚复直隶省议会电，主奉军退出关外，撤销北京奉军司令部，否则直军惟有出于

自卫一途，并斥张作霖把持中央政局，为梁士诒保镳。

（３）以王承斌帮办直隶，郑士琦帮办山东军务。

（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印度山额夫人演讲生育节制，由胡适翻译。

（５）以汪大燮、孙宝琦为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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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三，二四）

（１）孙中山抵肇庆，准陈炯明辞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及内政部长职，仍留陆军部长，并

任为北伐军总司令，以伍廷芳继任省长，裁撤粤军总司令。

（２）入关奉军先后共九批，总称镇威军，张作相为关内军总司令。

（３）外交团因华北及北京附近军队调动，严重警告外交部，不准武装军队拦入北京及用飞

机轰击京城。

４﹐２１（三，二五）

（１）吴佩孚等对张作霖发出最后之声讨，斥为盗匪。

（２）徐世昌电张作霖、曹锟、吴佩孚调停。

（３）浙督卢永祥及张锡銮、赵尔巽、王士珍、王占元、孟恩远、张绍曾等电曹锟、张作霖

劝告息争，请订期同莅天津叙晤，清除隔阂。

（４）刘显世通电即日回黔就贵州总司令职（王文华系失败）。

（５）陈炯明部叶举、熊略、翁式亮、杨坤如等通电自南宁还师广州。

（６）陈炯明由广州回惠州。

４﹐２２（三，二六）

（１）孙中山偕胡汉民、许崇智到广州。

（２）曹锟通电责奉军无故入关，斥张作霖武力统一主张。

（３）吴佩孚等通电谓财阀（梁士诒）盗阀（张）同恶相济。

（４）张锡銮、赵尔巽、王士珍、王占元、孟恩远、张绍曾等电吴佩孚，请持坚忍态度，以

待调人之进行（吴要求奉军撤出关外）。

（５）张作霖电张锡銮等，愿赴津晤曹锟。

（６）东路奉军占领津浦路马厂，直军曹 部拆毁沧州铁路。

（７）日本内阁决定对直奉战争态度，并与英美等国协调，禁止奉系之日本顾问干预之方针。

４﹐２３（三，二七）

（１）蒋中正离粤回浙（４﹐２４自香港致书陈炯明，劝尊重党魁，共图前进）。

（２）孙中山派古应芬、李文范赴惠州，劝陈炯明来广州。

（３）张作霖电驳曹锟，说明奉军入关真相。

（４）美、英、法、日公使连日会商调兵保卫使馆事。

４﹐２４（三，二八）

（１）北京第三届众议员反对恢复旧国会。

（２）孙中山任吕志伊为内务总长，梁鸿楷为第一师师长。

（３）上海邮政局罢工（４﹐２６解决）。

４﹐２５（三，二九）

（１）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萧耀南、田中玉、赵倜、冯玉祥、刘镇华通电宣布张作霖

十大罪状。

（２）张作霖电斥曹锟奸诈（谓其曾嗾使吴佩孚骂段祺瑞）。

（３）奉军司令洮辽镇守使阚朝玺通电讨吴佩孚。

（４）海军总司令蒋拯通电反对奉军入关。

（５）岑春烜电劝曹锟、张作霖、吴佩孚息争，听民国六年解散之国会议员自由集合，并召

集全国会议，厘定军制，整理财政，废督裁兵。

４﹐２６（三，三０）

（１）公使团重申１９２１﹐８﹐３０照会，中国军事当局须负责外人因军事行动所受损失。

（２）徐世昌令近畿直奉军撤退。

（３）冯玉祥自西安到洛阳，吴佩孚赴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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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萨镇冰在上海召开海军将领会议，助直反奉。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通电要求奉军退出

关外。

（５）特派梁如浩督办接收威海卫事宜。

４﹐２７（四，一）

（１）张作霖通电简率师徒，与曹锟、吴佩孚周旋。

（２）张作相、张景惠、汲金纯、吴俊升通电斥吴佩孚贪、鄙、恶、险、妄、诈、狂、不仁、

不义、不忠、不信。

（３）海军总司令蒋拯、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通电对直奉之争，严守中立。

（４）广州【海圻】【海琛】【肇和】等舰谋叛，为长洲要塞司令陈策、黄埔水鱼雷局长马伯

麟、海军将校温树德、孙祥夫、飞机师陈庆云等所平服，捕舰长毛仲芳、郑祖贻、倪则烺、

林寿民等（孙中山以温树德为海军总司令，孙祥夫为陆军战斗司令，陈策为江防司令，马伯

麟为长洲要塞司令）。

４﹐２８（四，二）

（１）直奉军在长辛店（西路）固安、武清（北路）霸县（中路）大城马厂（东路）开始战

争（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副司令孙烈臣驻军粮城，西路师长张景惠、邹芬，北路师长张作相，

中路旅长张学良、郭松龄，东路师长李景林；直军总司令吴佩孚，西路旅长董政国、孙岳，

中路师长王承斌、张福来，东路师长张国镕，旅长彭寿莘）。

（２）张作霖抵天津附近之军粮城。

４﹐２９（四，三）

（１）西路奉直军激战，直军不利，退良乡。

（２）中路奉军占固安，进攻永清。

（３）徐世昌令曹锟、张作霖等停止攻击。

４﹐３０（四，四）

（１）公使团对直奉战争向北京政府要求四事：一、京奉路不得驻兵及断绝交通；二、军队

不得入北京；三、不得在城邑上抛掷炸弹；四、保护外侨生命财产。

（２）吴佩孚督西路直军猛攻中路奉军，占永清，东路占大城。

（３）少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晤孙中山。

５﹐１（四，五）

（１）外交部向苏俄驻京代表巴伊开抗议苏俄与外蒙古订立私约。

（２）张作霖宣言东三省政事自主，并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粤奉皖同盟证实）。

（３）西路直奉军激战于长辛店，奉军旅长梁朝栋阵亡，邹芬重伤。

（４）冯玉祥率部自西安抵洛阳。

（５）中路奉军占霸县，东路直军占大城。

（６）第一次全国劳工大会在广州开会，代表一百六十二人，参加团体一百一十，谭平山主

席（会中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派、国民党发生争执。陈独秀、张国焘于上月下旬抵粤策动，

并拟与国民党商合作问题，以广州情势不稳，未果。大会于５﹐５闭幕，通过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等口号。时共产党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已组成二十余工会）。

（７）江西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共产党人李立三（隆郅）主之。

（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之【创造季刊】出版。

５﹐２（四，六）

（１）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派舰赴秦皇岛，威胁奉军。

（２）冯玉祥在洛阳告马伯援，谓徐世昌播弄是非，非逐去不可。

５﹐３（四，七）吴佩孚得冯玉祥部李鸣钟旅及孙连仲炮兵营迂回夹击，大破西路奉军，中

路直军夺回固安，东路夺回马厂青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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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四，八）

（１）西路直軍占長辛店，奉軍敗退盧溝橋豐臺落 。中路占永清，东路占静海，奉军李景

林坚守梁王庄、杨柳青。

（２）孙中山以海陆军大元帅名义下北伐令。

（３）海军部函美使舒尔曼，商重建海军事（即１９１１﹐１０﹐２１中美造船合同。美方

表示在中国未统一前不采取行动）。

（４）【广东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周刊】出版。

５﹐５（四，九）

（１）徐世昌令奉军即日出关，并将梁士诒、叶恭绰、张弧免职讯办。

（２）直军占廊坊，奉军败退军粮城（西路奉军退北京附近，被王怀庆缴械）。

（３）张作霖通电，遵守元首和平解决之意，已于昨日令各军撤退，请令直军不得追击。

（４）河南督军赵倜对直奉战争宣布中立，令在豫直军解除武装（赵受张作霖运动，并与安

徽督军张文生、山东督军田中玉相结）。

（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有施存统、恽代英、高尚

德、刘昌群等，５﹐１０闭会。决定总部设上海，施存统为书记）

。

（３）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举行马克斯诞生百又四周年纪念，李大钊、顾孟余、陈启

修、高一涵讲演。

（７）【马克斯纪念册】出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

（８）胶济铁路沿线日本驻军撤退青岛。

（９）陆军大学教育长阮肇昌免职，以张国元继任。

５﹐６（四，一０）

（１）孙中山总统抵韶关。

（２）河南暂编第一师长赵杰、第二师长宝德全、豫皖毅军总司令常德盛、南阳镇守使李治

云、豫北镇守使丁香玲、豫西镇守使马志敏通电讨吴佩孚、冯玉祥，猛攻郑州，并袭击由信

阳北开之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于许州附近。

（３）东路奉军放弃杨柳青。

（４）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在上海开会，直鲁豫苏赣鄂湘川陕浙闽粤各省代表均出席。

（５）以高凌霨代交通总长。

５﹐７（四，一一）

（１）胡适、丁文江等主办之【努力周报】在北京出版（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停刊，共出七十

五期）。

（２）北京公益联合会发起全国裁兵大会。

（３）直军占领军粮城。

（４）山东督军田中玉电冯玉祥、赵倜，调停河南战事。

（５）吴佩孚到天津。

（６）梁士诒、叶恭绰离天津赴日本。

（７）孙中山任命于右任为西北讨贼军第一路司令，陈树藩为第二路司令，居正为内政部长。

５﹐８（四，一二）

（１）陈炯明部叶举等由广西抵肇庆。

（２）湖北省议员四十余人通告各界促成省宪。

（３）开山东张店、坊子、高密、潍县、淄川、博山、周村、青州八处为商埠。

（４）准交通部次长郑洪年辞职。

５﹐９（四，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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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卢永祥电陈统一意见。

（２）冯玉祥督陕军第一师胡景翼及张之江、靳云鹗、王为蔚旅总攻赵倜军（赵杰、宝德全）

于郑州。

（３）徐世昌命将河南第一师师长赵杰褫夺官职，交赵倜讯办。

（４）陆军总长鲍贵卿辞职，由次长金绍曾暂代。

５﹐１０（四，一四）

（１）徐世昌命将张作霖免职查办，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及蒙疆经略使二职，调吴俊升署奉天

督军，袁金铠署省长，冯德麟署黑龙江督军，史纪常署省长（此项命令均无效）。

（２）徐世昌命将赵倜免职拿办，以冯玉祥为河南督军，宝德全帮办河南军务，常德盛署归

德镇守使，刘镇华兼署陕西督军。

（３）吴佩孚自天津到保定，召开时局会议，旧国会议长王家襄、吴景濂均至，决恢复法统

（吴景濂与直军师长王承斌为中表，王家襄亦通过张绍曾，分别向吴佩孚、曹锟进言）。

（４）北京司法人员因欠薪总辞职。

５﹐１１（四，一五）

（１）张作霖自滦州通告各国公使领事及外侨，宣布独立，不承认５﹐１以后徐世昌之命令。

（２）东三省省议会等团体否认张作霖免职令。

（３）冯玉祥大破赵杰、宝德全于郑州中牟间，赵部溃退开封。

（４）任命马鸿逵为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

５﹐１２（四，一六）赵倜离开封东走。

５﹐１３（四，一七）

（１）孙中山总统下令攻江西，以李烈钧部任中路，许崇智任右翼，黄大伟任左翼。

（２）外交部通牒英、美、法、日、义、比、荷、葡等国，请展期一年调查司法。

５﹐１４（四，一八）

（１）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李大钊、梁漱溟、陶知行、丁文江、高一涵、陶

孟如（履恭）、王伯秋、胡适等十六人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以【好政府】

为目标。

（２）吴佩孚通电征求恢复第一届国会意见（直系公开反徐世昌）。

（３）四川省长兼总司令刘湘因第一军但懋辛，第三军刘成勋与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等

拟组联合办事处，宣布辞职（一作５﹐２４）。

（４）严缉在青岛招匪谋乱之张宗昌。

（５）冯玉祥入开封，杀河南军务帮办第二师长宝德全，解散河南第二师（宝先向吴佩孚投

降）。

５﹐１５（四，一九）

（１）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等通电主恢复法统，促进统一，请黎元洪

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吴佩孚主使）。

（２）广州交涉员告美副领事，愿知吴佩孚之南北统一条件。

（３）英、美、法、日银行团理事会在伦敦会商中国贷款问题。

（４）准察哈尔都统张景惠辞职，命谭庆林护理。

５﹐１６（四，二０）

（１）日本外务省对各国宣布对满洲仍严守中立。

（２）中日订立第三次南浔铁路借款二百五十万元。

（３）吴景濂、王家襄自保定回天津。

（４）驻岳州之河南第一混成旅哗变。

５﹐１８（四，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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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曹锟、吴佩孚、田中玉（鲁）、陈光远（赣）、李厚基（

闽）、萧耀南（鄂）、齐燮元（苏）、冯玉祥（豫）

、刘镇华（陕）、陆洪涛（甘）联电请王士珍组阁。

（２）陈炯明军（叶举等）万余人进入广州，要求孙中山复任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

长，并免胡汉民职。

（３）孙中山命汪兆铭、马君武赴广州与陈炯明相商，畀以联军总司令。

５﹐１９（四，二三）

（１）曹锟、吴佩孚、田中玉等通电征求对于恢复六年国会，或召集新国会，或国民会议，

或联省自治意见。

（２）奉天省议会推张作霖为东三省总司令兼省长，实行联省自治。

（３）外交部向公使团声告，以后张作霖对外一切行为无效。

（４）滦州奉军退集秦皇岛山海关。

（５）任命刘梦庚为京兆尹（原任孙振家辞）。

（６）任命陆梦熊为交通大学校长。

（７）赈徐州一带雹灾。

５﹐２０（四，二四）上海日华纱厂工人复为工资事罢工，并组织工会（六月四日解决）。

５﹐２２（四，二六）

（１）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蔡元培、王宠惠等电覆曹锟、吴佩孚，赞成恢复民国六年

国会，并由各省组织会议，解决统一善后问题。

（２）北伐军右路许崇智、梁鸿楷、李福林克江西虔南（翌日克龙南）。

（３）孙中山任命刘震寰为广西讨贼军总司令，刘崛为浔郁镇抚使，苏无涯为平梧镇抚使。

（４）广西省长马君武以粤军东去，广西各处多为桂军占领，电孙中山辞职（按马已于上月

离南宁）。

５﹐２３（四，二七）

（１）英、美、法公使会商中国时局，拟劝中国政府人民实行裁兵，缩减开支，再由各国予

以财政援助。

（２）林俊廷通电自任维持广西治安（时桂军林俊廷及刘日福、韩彩凤、陆福祥、陆云高、

蒙仁潜等分据百色、思恩等地，称自治军，进占南宁。李宗仁亦曾与联合，称自治军第二路

司令，驻郁林）。

（３）北京以陆洪涛为甘肃督军。

５﹐２４（四，二八）

（１）第一届国会议员（即所谓民六国会）在天津成立筹备处，并通电依法自行集会。

（２）岑春烜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

（３）北京以董康署财政总长，高恩洪署交通总长。

５﹐２５（四，二九）

（１）华盛顿日本大使馆通告美国务院，否认日本援助张作霖。

（２）蒋中正电胡汉民、许崇智，主先定粤局，再图北伐。

（３）北伐军中路李烈钧部占江西南安。

（４）任命彭寿莘为陆军第十五师师长。

（５）北京历史博物馆所贮明末及前清内阁档案，移交北京大学收管整理。

５﹐２６（四，三０）

（１）前吉林师长高士傧（前吉林督军孟恩远之甥）联合中东路绥芬河驻军卢永贵举兵，称

东边讨张（作霖）总司令，众约万余。

（２）任命严璩（严复之子）署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代锺世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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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通电，已于５﹐１宣布长江各省一致行动，扶植自治，促进

统一。

５﹐２７（五，一）

（１）孙中山任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地方军队，均听节制调遣（汪兆

铭、居正、程潜曾赴惠州劝陈回省城就职，又陈独秀亦约于是时自上海到惠州晤陈）。

（２）吴佩孚电徐世昌，主恢复第一届国会，促成统一。

（３）张作霖自山海关回抵沈阳。

（４）北京派第一师师长蔡成勋为援赣总司令。

５﹐２８（五，二）

（１）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电南北两总统孙中山、徐世昌劝同时引退。

（２）曹锟、吴佩孚电贺第一届国会。

（３）徐世昌以王怀庆为京畿卫戍总司令，聂宪藩为步兵统领。

５﹐２９（五，三）

（１）苏督齐燮元电劝徐世昌引退。

（２）徐世昌以王怀庆为热察绥巡阅使兼热河都统（汲金纯免），米振标帮办热河军务，张

锡元为察哈尔都统，谭庆林帮办军务。

（３）北伐军右路许崇智占江西信丰，左路黄大伟占崇义，中路李烈钧占南康。

（４）澳门罢工（昨日葡兵与华工冲突，枪毙华工数十人）。

５﹐３０（五，四）

（１）张作霖自山海关回抵沈阳，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到哈尔滨，准备讨伐吉林之高士傧。

（２）日本宣布撤退汉口驻军（次日小幡照会外交部）。

（３）胡适晋见清废帝溥仪。

５﹐３１（五，五）

（１）徐世昌通电声明一有合宜办法，即奉身引退。

（２）吴佩孚电请湖南赵恒惕联络广东陈炯明、四川刘湘，赞成恢复约法。

（３）豫督冯玉祥电主恢复第一届国会。

（４）于右任之陕西靖国军司令部在凤翔结束（次日于西入甘肃，转四川，赴上海）。

（５）自云南逃出之朱德到重庆晤杨森（一星期后赴上海，曾与云南军人金汉鼎晋谒孙中山，

并晤陈独秀，九月初赴欧洲）。

（６）派傅增湘办理财政清理处事宜。

（７）广州国民会议，请政府派兵收回澳门。

（８）苏俄与外蒙私订财产权协定。

６﹐１（五，六）

（１）孙中山总统自韶关回广州，镇抚陈炯明部。

（２）第一届国会议员王家襄、吴景濂等一百五十余人（一说二百零三人）在天津开会，宣

言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

（３）张作霖在沈阳告英人代表，指摘英国援助吴佩孚。

（４）陕西靖国军杨虎（即杨虎城）等败溃，于右任自陕西凤翔西入甘肃（寻至天水）。

（５）澳门政府解散工会，限各商店于本日复业，否则不任保护。

６﹐２（五，七）

（１）下午三时，徐世昌辞职出京，将总统职务交国务院摄行（

总理周自齐等通电，总统职权奉还国会，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

（２）吴佩孚及曹锟领衔十省区通电请黎元洪复职。

（３）吴景濂、王家襄面请黎元洪复任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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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萧耀南通电劝徐世昌、孙中山引退，由黎元洪继承法统。

（５）冯玉祥、齐燮元等分别通电孙中山取消非常大总统，北上共定国是。

（６）北伐军占江西雩都。

（７）调任汪荣宝为驻日本公使。

（８）任命王克敏、张嘉璈为中国银行正副总裁。

（９）任命常德盛为河南陆军第一师师长。

（１０）中日山东条约在北京换文。

６﹐３（五，八）

（１）浙江卢永祥通电反对黎元洪复职。

（２）张作霖对沈阳领事团宣布东三省自治，自任保安总司令，以后满蒙交涉，由奉天主持。

（３）齐燮元等十五省区督军电请黎元洪复职。

（４）曹锟、吴佩孚及国务院代表晤黎元洪，请复职，黎要求废督裁兵。

（５）贵州袁祖铭通电赞成旧国会。

（６）王家襄、吴景濂、张绍曾、边守靖电曹锟、吴佩孚，商由张绍曾组阁。

（７）王家襄、吴景濂通电征求对接收国家行政职权意见（吴佩孚覆电，主由国务院摄行）。

（８）广州非常国会通电，主继续八年国会（民八在广州开会），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召集

续开之六年国会。

（９）孙中山任谢远涵为江西督军，徐元诰为政务厅长。

（１０）奉军张焕相、张宗昌败高士傧于海林（６﹐１４高被捕，６﹐２５枪毙）。奉天交

涉员商请美领事调处奉直之争（美公使拒绝）。

６﹐４（五，九）

（１）吴佩孚电王家襄、吴景濂、张绍曾、边守靖等，谓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不敢过问，

应请黎元洪刻日入京，以南北众望允孚者出任总理。

（２）湘军旅长陈嘉佑联北伐军攻江西（陈与赵恒惕不和，经赵与谭延闿商定，令该旅入赣

助孙中山北伐，另由谢国光部，集中攸县衡阳策应）。

（３）广州政府向葡领事要求：一、撤退澳门非洲兵；二、赔偿被杀华人损失；三、澳门永

禁烟赌。

６﹐５（五，一０）

（１）北京学界蔡元培等电劝孙中山退职，停止北伐。

（２）北京国务院代表高恩洪赴天津迎黎元洪（高为吴佩孚私人）。

（３）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通电反对黎元洪复职。

６﹐６（五，一一）

（１）黎元洪通电各省，以废督裁兵为复职条件。

（２）政学系张耀曾通电谓黎元洪任期尚有一年三月。

（３）孙中山发表宣言，惩办祸国罪魁，保障国会安全，实行兵工制。

（４）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请列强勿复干涉中国内政。

（５）广州代陆军部长程潜晤陈炯明部将领叶举、熊略、洪兆麟、黄强等，劝告无效。

６﹐７（五，一二）

（１）曹锟、吴佩孚、齐燮元、冯玉祥等通电，废督裁兵愿为首倡，请黎元洪早日复职。

（２）天津旧国会通电，定于本月十二日移京。

（３）特派王正廷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

（４）安徽寿县新安武军哗变（６﹐１７再度哗变）。

６﹐８（五，一三）

（１）云南唐继尧通电赞成黎元洪复职，恢复法统，召开各省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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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四川刘湘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翌日刘成勋、但懋辛、杨森等亦有通电）。

（３）奉军代表张学良、直军司令彭寿莘在秦皇岛议和（英美教士斡旋）。

６﹐９（五，一四）鲁案约文正式送国际联盟备案。

６﹐１０（五，一五）

（１）黎元洪通电一、定明日入京，暂行大总统职权；二、法律问题，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是日黎之代表金永炎自保定返天津，知曹锟左右并不赞同迎黎复职，恐再起变化，因有此

电）。

（２）广州政府为澳门事再向葡领事提出交涉。

６﹐１１（五，一六）

（１）黎元洪由津入京（王家襄、吴景濂同行）

暂行大总统职权，即任颜惠庆署国务总理。

（２）吴佩孚分别电劝孙中山、伍廷芳、李烈钧北来，共谋国是。

（３）直奉和议不成，奉军进攻，激战于山海关附近。

６﹐１２（五，一七）

（１）黎元洪以颜惠庆兼署外交总长，谭延闿内务（未就，由张国淦代），董康财政，吴佩

孚陆军（未就），李鼎新海军，王宠惠司法，黄炎培教育（未就，由高恩洪兼），张国淦农商，

高恩洪交通总长。

（２）天津旧国会移北京，到者二百十四人。

（３）孙中山向广州报界宣布北伐目的，斥责陈炯明部，盼于十日内加以纠正，退出省城三

十里外，如不改变态度，即予制裁。

（４）中英公司以沪宁路未能拨还垫款，要求管理该路。

（５）日本加藤友三郎内阁成立，内田康哉任外务大臣。

６﹐１３（五，一八）

（１）黎元洪令撤消六年六月十三日之解散国会令。

（２）孙洪伊主恢复八年国会，设临时政治机关。

（３）吴佩孚至北京晤黎元洪（当晚返保定）。

（４）卢永祥通电承认黎元洪为事实上之总统。

（５）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电黎元洪，主奉直停战退兵。

（６）沈阳各国领事为山海关附近之战，向张作霖提出警告。

（７）北伐军李烈钧、许崇智部克江西赣州，北京第一师长蔡成勋抵南昌。

（８）陈炯明部在广州布防。

６﹐１４（五，一九）

（１）北京外交部通知各国使馆，黎元洪已就任总统。

（２）阎锡山电陈乡兵制。

６﹐１５（五，二０）

（１）陈炯明部粤军总指挥叶举、师长洪兆麟、关国雄、旅长李炳荣、熊略、邓本殷、翁式

亮、司令杨坤如、锺景棠等电请孙中山、徐世昌同时下野。

（２）陈炯明诱捕廖仲恺于石龙（８﹐１５释放）。

（３）中国共产党发表时局宣言（即对于时局的主张，抨击５﹐１４【好政府】主张），凡

十项，其一为与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建立联合战线，对封建式的

军阀革命（一作６﹐１７）。

（４）黎元洪令各省停战。

（５）黎元洪任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汪大燮为平政院院长，罗文干为大理院院长，陆征祥

为驻瑞士公使，张耀曾为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饶汉祥为侨务总裁，孙丹林为内务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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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春为陆军次长，江天铎为农商次长，石志泉署司法次长，关赓麟为交通大学校长。

（６）江西督军陈光远辞，黎元洪以蔡成勋节制江西全省军队，谢远涵为江西省长（江西废

督）。

（７）调任韩国钧为江苏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

（８）浙督卢永祥宣告自行废督，改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浙江废督）。

６﹐１６（五，二一）

（１）晨三时广州陈炯明部叶举、洪兆麟、李云复、杨坤如等叛变，占领石井兵工厂，围攻

总统府，炮击观音山，孙中山脱险抵海珠海军司令部（孙欲身殉，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

等拥之出，越日孙夫人宋庆龄脱险抵黄埔）。

（２）任命戴陈霖为驻瑞典兼挪威丹麦公使。

６﹐１７（五，二二）

（１）孙中山率永丰、楚豫、宝璧等军舰讨伐广州叛军（以魏邦平部旅长陈章甫不应，又退

回黄埔）。

（２）大本营文官长胡汉民自韶关北退南雄。

（３）奉军代表孙烈臣、张学良与直军代表王承斌、彭寿莘（杨清臣？）在秦皇岛英舰签定

和约，终结战事（６﹐１９起，双方退兵）。

（４）黎元洪下令裁撤江西督军。

（５）派孙宝琦为赈务处督办。

（６）京津汽车道成。

（７）日本设领事馆于满洲里。

６﹐１８（五，二三）

（１）陈独秀通知在上海之国民党负责人张继等，决与陈炯明断绝关系。中共中央亦训令谭

平山、陈公博等，不得再支持陈炯明，并请孙中山召开革命团体会议。

（２）黎元洪以高凌霨代曹锐为直隶省长（未就），王永江为奉天省长，张绍曾为陕西省长

（未就），张其锽为广西省长。

（３）交通银行股东会改选张謇为总理。

６﹐１９（五，二四）

（１）北京外交部照会外交团，盼将庚子赔款再延付二年（法、美反对，英、日亦有异议）。

（２）孙中山电令北伐军回师戡乱。

（３）北伐军李烈钧部赖世璜自泰和进攻吉安。

（４）陈炯明电伍廷芳，谓国会恢复，护法目的已达，请劝孙中山敝屣尊荣（一作６﹐２２）。

（５）汤廷光、魏邦平调停孙中山与陈炯明之争。

（６）四川刘湘赞成裁兵废督。

（７）派王占元、宋小濂赴榆关监视奉直撤兵（本日奉军撤出山海关）。

６﹐２０（五，二五）

（１）东三省议会商工联合会通电赞成统一，并举张作霖为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为

副司令。

（２）唐继尧电京，主召开联省会议（一作６﹐２９）。

（３）汤廷光、魏邦平、叶举布告息战，并请孙中山下野。

（４）广东省议会通过赞成统一，并推陈炯明为临时省长。

（５）陈炯明部翁式亮占领韶关。

（６）全国商会联合会、京师总商会、北京教育会、律师公会、银行公会等团体合组国民裁

兵促进会在北京成立。

（７）设立全国财政委员，以顾维钧为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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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五，二六）

（１）广州海军受陈炯明运动，请孙中山下野。

（２）伍廷芳将广东省长印交省议会。

（３）奉直军分向锦州、滦州后撤。

６﹐２２（五，二七）

（１）黎元洪令撤岳州驻军（张福来部）。

（２）成都学界为教育经费请愿，被军队殴毙三人，全体罢课。

６﹐２３（五，二八）

（１）各国公使谒黎元洪，承认黎政府。

（２）孙中山移住【永丰】军舰。

（３）广东省长兼外交部长伍廷芳卒于广州，年七十六岁。

６﹐２４（五，二九）

（１）黎元洪以王承斌为直隶省长。

（２）日本声明于本年十月底撤退西伯利亚驻军。

６﹐２５（闰五，一）中日协商鲁案细目委员会在北京开会。

６﹐２６（闰五，二）

（１）美公使舒尔曼通告各领事，对于中国派系应避免任何干预。

（２）苏俄代表巴伊开晤李垣，坚持召开中俄蒙三方会议，商外蒙问题。

６﹐２７（闰五，三）

（１）胡汉民自韶关抵赣州，与北伐军许崇智、朱培德、李福林、李济琛、梁鸿楷等商定回

师定乱。

（２）曹锟、吴佩孚为中日军在秦皇岛冲突事，向日军司令道歉。

６﹐２８（闰五，四）

（１）广州各界推魏邦平为省长（魏辞不受）。

（２）唐继尧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

（３）朝鲜革命党袭击吉林头道沟延吉珲春日商，毁日领事馆分馆，日人死二伤三。

６﹐２９（闰五，五）

（１）黎元洪电请孙中山北上。

（２）粤军第一师梁鸿楷自赣南向广东连平撤退，叛附陈炯明。

（３）蒋中正自浙抵粤登【永丰】舰，侍孙中山。

（４）中日鲁案一部委员会议决青岛海关归中国管理，但须参用日语。

６﹐３０（闰五，六）

（１）吴佩孚电告收束军事，即回洛阳（时吴在保定）。

（２）蔡元培电劝吴佩孚容纳联省自治舆论，贯彻裁兵废督主张。

（３）派陆征祥、黄荣良为国际联盟代表（时顾维钧回国）。

（４）中日鲁案二部委员会议铁路事件。

７﹐１（闰五，七）

（１）广东省议会等团体通电赞成统一，请孙中山下野。

（２）陈炯明通电西南各省，主联省自治。

（３）陈炯明部谋袭长洲，并运动海军内变。

（４）陈炯明之代表锺煜可携陈炯明６﹐２９书与魏邦平谒孙中山讲和（７﹐５锺煜可再

至）。

（５）湖南赵恒惕通电主建造联邦化之单一国家，由各省自制省宪。

（６）黎元洪明令尊重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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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四川第二军杨森（刘湘系）与第一军但懋辛（熊克武系）战于万县一带。

（８）北京陆军部与日本泰平公司订立购买军械合同（约一千万元）。

（９）广州无政府主义派之【民钟】月刊出版（１９２７﹐７﹐２５停，共出二十三期）。

７﹐２（闰五，八）

（１）孙中山召集舰长会议，主坚守黄埔，以待北伐军回师（海军司令温树德受陈炯明运动，

拟将各舰移往西江）。

（２）旅沪旧国会议员宣言讨陈炯明。

（３）唐继尧召集湘、川、黔、粤（陈炯明之代表）、桂（林俊廷之代表）会议。

（４）辛亥革命时调驻汉口之日军回国。

７﹐３（闰五，九）

（１）日使小幡向外交部抗议朝鲜革命党及匪徒攻击吉林头道沟日领事署事（６﹐２８）。

（２）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开会。

７﹐４（闰五，一０）

（１）汤廷光、温树德及粤海军宣言赞成统一，请孙中山下野。

（２）孙中山电徐树铮，说福建王永泉来援。

（３）吴佩孚电蔡元培，裁兵废督，俟统一完成，通盘筹划，并斥联省自治为豪强割据。

７﹐５（闰五，一一）

（１）四川第二军长杨森败第一军但懋辛，但部自惠州退向梁山绥定（继退顺庆、渠县，与

成都各军联合）。

（２）日使为头道沟案再度向外交部抗议。

（３）京奉铁路恢复通车。

７﹐６（闰五，一二）

（１）孙中山再促北伐军速回粤定乱。

（２）唐继尧通电裁兵。

（３）延吉人民请禁日人擅筑天图铁路。

（４）湖北省长刘承恩免，以汤芗铭继。

（５）保定（第二十三师王承斌部）及承德兵变。

７﹐７（闰五，一三）

（１）吴佩孚电覆唐继尧，统一事件应由国会解决，反对另开联省会议。

（２）外交部同意苏俄派越飞为驻华非正式代表（苏俄于６﹐２９提出）。

（３）颜惠庆、顾维钧等再与公使团商缓付庚款，无结果（中国希望每月暂定二百五十万元，

以半年为期）。

７﹐８（闰五，一四）

（１）旅沪旧国会议员一百八十余人，成立法统维持会，否认玩法为合法。

（２）【海圻】【海琛】【肇和】三巡洋舰受陈炯明贿，宣布中立，驶离黄埔。

（３）外交部对头道沟案覆日使表示惋惜。

７﹐９（闰五，一五）

（１）陈炯明部锺景棠攻占长洲炮台，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降。

（２）中法订立法国退还庚款用途协定。

７﹐１０（闰五，一六）

（１）孙中山及陈策、蒋中正等因长洲炮台失陷，率永丰等舰进向省河，车尾炮台攻击，永

丰受弹，卒进驻白鹅潭。

（２）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等与陈炯明部翁式亮、杨坤如在韶关开始接仗。

（３）驻岳州之直军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撤回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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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成都熊克武以第一第三军名义，推刘成勋为临时总司令。

（５）湖北军界反对汤芗铭为省长，政界欢迎。

７﹐１１（闰五，一七）

（１）汤廷光、魏邦平发起海珠会议，调停粤战无效。

（２）广州电灯自来水职工罢工，反抗陈炯明。

（３）江西北军周荫人、常德盛、沈鸿英击退北伐军。

（４）四川第三军刘成勋及邓锡侯、赖心辉、田颂尧、刘斌、唐廷牧、陈国栋等通电痛斥第

二军杨森，邓为北路总指挥，赖为东路总指挥，进攻泸州。第一军但懋辛为前敌总指挥，进

攻重庆。

（５）汉中第七师吴新田部击溃陈树藩部。

７﹐１３（闰五，一九）

（１）湘军旅长陈嘉佑，因助北伐军攻赣西失败，退入广东边境，助许崇智部。

（２）鄂人拥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强向刘承恩夺省长印。

（３）甘肃省长潘龄皋被迫离职。

（４）张作霖扣留东三省盐税。

（５）奉天锦西兵变。

（６）匪陷安徽英山。

（７）派张孝若（张謇之子）前往欧美考察实业。

７﹐１４（闰五，二０）

（１）命将吉林省长孙烈臣交付惩戒，并严缉焚毁头道沟日本领事馆匪徒。

（２）卫辉兵变。

７﹐１５（闰五，二一）

（１）北京各专门学校女生组织女子参政协进会及女权同盟会（

杭州、天津、武汉、上海续有相似组织）。

（２）北京陆军、内务、司法、农商四部职员，因索薪殴伤财政总长董康。

（３）许崇智部与陈炯明军在韶关剧战（陈部陈炯光、黄任寰等北上增援）。

（４）江西丰城兵变。

７﹐１６（闰五，二二）

（１）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出席代表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以

上中委）、蔡和森、谭平山、包惠僧、高尚德（君宇）、邓中夏、施存统等，列席者有向警予、

张春木（太雷），决定与国民党合作（一作７﹐９，时党员一百二十三人）。

（２）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正式成立，张作霖、孙烈臣就职（孙驻长春，张设陆军整理处，孙

兼总监，张作相、姜登选任副监，张学良任参谋长，由郭松龄代理）。

（３）四川第二军杨森通电请停战议和。

７﹐１７（闰五，二三）

（１）北京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及陈列所成立。

（２）热河兵变。

７﹐１８（闰五，二四）

（１）曹锟、吴佩孚覆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

（２）许崇智部攻占翁源（翌日为陈炯明部熊略、尹骥夺回）。

（３）驻广西陆川容县之黄绍竑部（约一营）归附驻郁林之自治军第二路司令李宗仁，编为

一支队。

７﹐１９（闰五，二五）

（１）孙中山派陈策等率军舰攻前山炮台，不利（是日叶举谋以水雷炸孙中山之永丰座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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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中）。

（２）湘军陈嘉佑旅（讨贼湘军第一路）败陈炯明部谢文炳旅，克广东乐昌，粤军黄大伟克

始兴。

（３）日本照会远东共和国，定于本年十一月一日前撤退海滨省日军。

（４）外交团抗议张作霖扣留东三省盐税及阻碍京奉路交通。

７﹐２０（闰五，二六）张开儒率滇军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旅（顾品珍旧部），经贵

州盘县入广西，败桂军林俊廷，占柳州，与刘玉山部会合（旋南下蒙江）。

７﹐２１（闰五，二七）

（１）任命汤尔和为教育次长。

（２）川军邓锡侯、刘成勋等拥护熊克武、但懋辛。

７﹐２２（闰五，二八）

（１）章炳麟、曹埃布尔等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

（２）黎元洪派赴南方之代表黎澍由上海电告，主公开会议解决时局。

（３）江西蔡成勋军败李烈钧部（赖世璜等），克泰和万安等。

（４）汉阳钢铁厂工人因工人俱乐部被解散及开除工人，全体罢工。

７﹐２３（闰五，二九）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

谭平山、蔡和森、高尚德等为中央委员，陈、李、谭为常务委员，改委员长为总书记，由陈

任之，设中央政治局，张任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罗亦农任农民部长，向警予任妇

女部长，陈任党报编辑委员会主席，发行【向导】周报及【前锋】杂志。

７﹐２４（六，一）

（１）粤军黄大伟部再占翁源。

（２）奉军李景林进驻山海关。

７﹐２５（六，二）

（１）以教育次长汤尔和代理部务。

（２）河南归德马牧集毅军哗变。

７﹐２６（六，三）

（１）洪兆麟助陈炯明抗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等北伐军。

（２）四川邓锡侯等败第二军杨森，占泸州。

（３）日本内阁决定，现役日本军人暂缓就任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厅顾问职。

（４）苏俄任命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翌日启程东来）。

（５）北京附近大水。

７﹐２７（六，四）

（１）许崇智军猛攻韶关，占领莲花山。

（２）以外交次长沈瑞麟代理部务。

７﹐２８（六，五）

（１）东三省省议会电北京外交部，请抗议日本要求修筑天图路。

（２）上海美邮局准备撤销，不收邮件。

（３）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部团长陈修爵援陈炯明，败许崇智军。

（４）江西丰城常德盛部毅军哗变。

７﹐２９（六，六）

（１）汤芗铭到武昌，拟接省长任，被拒，萧耀南自任省长。

（２）河南彰德陕军胡景翼部哗变。

（３）众议员李庆芳提议撤销清室帝号及优待费。

７﹐３０（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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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许崇智部在韶关失利，退向粤边始兴江口。

（２）直军增防滦州。

７﹐３１（六，八）

（１）颜惠庆假，黎元洪以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

（２）京奉路通车。

８﹐１（六，九）

（１）恢复之旧国会在北京开会，拟先制宪。

（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等）主办之【少年】

月刊在巴黎出版（后改名【赤光】）。

（３）江亢虎之中国社会党发表宣言说明其新民主主义及新社会主义，主督军议员与工农商

共图国是。

（４）唐继尧改组云南政府，自任省长，取消靖国军总司令名义。

８﹐２（六，一０）

（１）汕头飓风为灾，海水高出堤岸丈余，全区房舍冲没，人民死数万。

（２）四川第二军将领推刘湘为靖卫军总司令。

（３）援赣之河南第一师常德盛部在九江哗变。

８﹐３（六，一一）

（１）胡汉民及许崇智部退南雄、虔南，李烈钧部自赣州退大庾信丰，当经商定十月许率粤

军转往福建，李及滇赣湘军退向湘边，再谋入广西。

（２）张作霖之参谋长杨宇霆致书张继，商与孙中山合作事。

８﹐４（六，一二）

（１）陈炯明军占南雄。

（２）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延吉边境日警缓撤。

８﹐５（六，一三）

（１）北京内阁改组：国务总理唐绍仪（未到前由王宠惠兼代），外交顾维钧，内务田文烈，

财政高凌霨，陆军张绍曾，海军李鼎新，司法张耀曾，教育王宠惠，农商卢信，交通高恩洪。

（２）黎元洪咨众议院补行辞职，并通电宣布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经过（８﹐８众院以其不合

乎手续，退还，８﹐１１再咨参众两院）。

（３）上海丝厂女工万余罢工，要求加薪（八日解决罢工失败）。

（４）招商局海员罢工，要求加薪。

（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

高声泰（尚德）出席，由马林说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之意义（张太雷任翻译，８﹐８闭幕，

决定与国民党作有组织的结合，仍保持共党纪律）（按中共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数日，马林

自俄返沪，反对所谓联合阵线，主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因于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陈、张、

蔡仍不赞同，马林坚执不移。一说事在８﹐２２）。

８﹐６（六，一四）

（１）吴佩孚电内务部次长孙丹林，反对唐绍仪组阁（翌日知明令已发表，又电反对，并指

斥张耀曾、卢信）。

（２）陈炯明军占仁化乐昌，湘军陈嘉佑退回湖南。

（３）许崇智、胡汉民等抵江西会昌。

（４）外交部电唐继尧查明英人擅划云南边境片马地方为缅甸县治。

８﹐７（六，一五）

（１）四川联军邓锡侯、田颂尧、唐廷牧、陈国栋攻占重庆，第二军杨森退万县。

（２）上海总商会电请以关税切实值百抽五所增税款，换抵旧以厘金担保之各借款，实行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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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

８﹐９（六，一七）孙中山以北伐军回师失败，乘英炮舰离广州赴香港，蒋中正随行。

（２）苏俄代表越飞抵哈尔滨。

（３）吴佩孚电王宠惠，愿为后盾。

（４）四川第一军但懋辛攻占万县。

（５）刘成勋、但懋辛、邓锡侯等就四川省宪会议筹备员职。

（６）上海法租界巡捕再度拘捕陈独秀（旋开释），没收各书刊。

８﹐１０（六，一八）

（１）北京国会开第一次宪法审议会。

（２）孙中山乘俄国邮船离香港赴上海。

（３）张国焘自上海到北京，向中共党员传达西湖会议决议（寻赴武汉长沙）。

（４）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在郑州会议，通过总工会章程，选举总工会筹备委员。

８﹐１２（六，二０）

（１）苏俄代表越飞到北京。

（２）袁祖铭就任贵州省长。

８﹐１３（六，二一）

（１）黄明堂在高州对陈炯明独立。

（２）北京北苑第九师兵变。

８﹐１４（六，二二）

（１）孙中山自香港抵上海，黎元洪派代表二次南下欢迎其北上（陈独秀、李大钊往访。八

月下旬，陈、李及蔡和森、张太雷由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九月初张国焘到沪，亦加入）。

（２）中东铁路博克图站兵变（月余来该路技术部长美人司梯温斯一再指摘中国护路不力，

主列强采取行动，中国方面则要求取销技术部）。

８﹐１５（六，二三）

（１）孙中山发表宣言宣布粤变始末，及对国是意见，主由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实

施兵工计划，发展实业，尊重自治，期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

（２）苏俄代表越飞初晤外长顾维钧，要求向总统呈递国书，并辩论外蒙撤兵问题。

（３）陈炯明自惠州回广州。

（４）刘震寰就广西军总司令职。

（５）上海八团体国是会议，草拟宪法竣事时通电表示对于国宪之意见。

（６）陇海铁路法国工程师二人在河南为匪所掳。

８﹐１６（六，二四）

（１）越飞向北京报界抨击西方国家，倡言中俄合作。

（２）派刘符诚为撤废客邮会主任委员。

（３）任命张英华为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代严璩）。

８﹐１７（六，二五）

（１）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

（２）北京国立八校校长蔡元培等因索薪与交通总长高恩洪冲突，宣告辞职（高亦辞）。

（３）江西代表请愿撤蔡成勋。

８﹐１８（六，二六）

（１）北京教育界人士欢迎苏俄代表越飞。

（２）徐树铮自上海致书吴佩孚，劝拥戴孙中山、段祺瑞。

（３）广西沈鸿英通电反对召开联省会议。

（４）四川第二军杨森退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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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９（六，二七）

（１）特任林锡光署甘肃省长（黎元洪原拟以李根源任之，曹锟、吴佩孚保林，阁议通过，

黎拒盖印，曾引起国务院与总统府之争）。

（２）京绥铁路职员反对交通部与英商泰康洋行改订合同，宣布与交通部脱离关系。

（３）广西自治军韩彩凤逐走卢焘，占柳州。

８﹐２０（六，二八）

（１）苏俄代表越飞在京宣称愿交还库伦，惟中俄边境驻兵及中俄通商问题，亟须解决。

（２）河南赵倜旧部合匪陷归德。

８﹐２１（六，二九）

（１）北京新潮社等十四学术团体宴苏俄代表越飞。

（２）胡汉民自赣南会昌取道福建汀州赴延平与王永泉商合作（

胡在延平留二日，与王商妥条件后即赴上海。先遇徐树铮，以福建李厚基不为所用，因策动

王永泉与许崇智等联络旧部，共同驱李，王为徐之旧部。孙中山亦派王之同乡何成浚来延平）。

（３）北伐赣军李明扬、赖世璜、滇军朱培德及湘军陈嘉佑纷集湘南，湖南形势颇紧。

８﹐２２（六，三０）

（１）公使团通告外交部：一、在中国政局纷乱期间决不能予中国政府财政上之援助；二、

速谋统一；三、对张作霖截留盐税及东三省之外交状态确实答复；四、速行支付届期外债本

息；五、兵变频发，应切实保护外人，并损失之赔偿。

（２）前苏俄代表巴伊开离北京回国。

（３）任命罗家衡为农商次长。

（４）李大钊建议中共中央，联合孙中山与联合吴佩孚并进，促成孙吴合作。

８﹐２３（七，一）

（１）女权运动大同盟在北京成立。

（２）越飞二次晤顾维钧，要求觐见总统，被拒。

（３）驻江西抚州之河南第一师哗变。

８﹐２４（七，二）

（１）外交部函内政部，请令京师警察厅侦查越飞行为。

（２）京汉路长辛店工人要求加薪大罢工（明日经交通部应允，８﹐２７平息）。

（３）豫西土匪合赵倜旧部连陷陕州灵宝。

８﹐２５（七，三）

（１）越飞照会外交部，对中国态度有所指摘，仍愿按照两次宣言内容原则与中国开议。

（２）孙中山在上海晤越飞之代表（不久马林、达林亦来见）。

（３）孙中山对美报记者谈话，如新银行团予北京政府以财政援助，愿前往北京以谋统一。

（４）日本内阁决定拒绝中国缓付庚子赔款要求，决将该款移用于对华文化事业。

（５）许崇智部自江西会昌抵瑞金。

（６）洛阳东关第八中学被匪抢劫，掳去教职员学生四十余人（

吴佩孚驻洛阳）。

８﹐２６（七，四）

（１）国会宪法审议会通过各省得自行制定省宪。

（２）四川第一军但懋辛占奉节。

（３）日军开始自俄属海滨省撤退。

８﹐２７（七，五）

（１）越飞宴国会议员、赈济俄灾会会员及教育界名流，蔡元培代表致答词。

（２）吴佩孚及萧耀南、刘镇华、冯玉祥、田中玉等反对于国会以外另开会议解决联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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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陈炯明、唐继尧、刘成勋、赵恒惕等主张在上海开联省会议）。

８﹐２８（七，六）

（１）广东省议会举陈席儒为广东省长。

（２）萧耀南通电反对唐绍仪组阁。

８﹐２９（七，七）

（１）蒋中正致书汪兆铭、廖仲恺，商今后军事进行，并主整顿党务，收容有为青年。

（２）孙传芳通电拥护王宠惠组阁。

（３）通缉前河南督军赵倜、旅长赵杰。

８﹐３０（七，八）

（１）孙中山函蒋中正，告苏俄代表已来接洽，请速来上海筹备一切（时蒋在奉化）。

（２）张国焘晤越飞，谈中国情势。

（３）英使艾斯顿访外长顾维钧，谓越飞宣传过激思想，应加监视。

（４）民国八年在广州集会议员自上海至北京，与民国六年解散之议员相争。

８﹐３１（七，九）

（１）中日撤邮会议在北京交通部开第一次正式会议。

（２）汉阳兵工厂工人罢工要求加资，被军队击毙三名，工人炸毁机器。

９﹐１（七，一０）

（１）撤销第一届国会议员通缉案。

（２）越飞照会外交部，请协助调查中国教育状况，并购办满蒙藏文书籍及文摘。

９﹐２（七，一一）

（１）越飞再照会外交部，提议根据一九一九及一九二０年加拉罕两次宣言进行谈判（是日

越飞离北京赴长春）。

（２）兼代国务总理王宠惠呈准设政治善后讨论会。

（３）派蔡成勋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是即黎元洪之废督）。

（４）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召集全省村范大会。

（５）湘军宋鹤庚师围攻陈嘉佑旅于衡阳。

９﹐３（七，一二）

（１）吉林人民因天图铁路、哈尔滨取引所及电气公司三案，日领事要求签字，通电否认。

（２）外交部派郑延禧、王鸿年赴长春照料日俄会议，惟不正式参加。

（３）日军开始自海滨省撤退。

９﹐４（七，一三）

（１）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委员张继、孙洪伊、丁惟汾、于右任、谢持、马君武、胡汉民、

汪兆铭、廖仲恺、张人杰、谭延闿、陈独秀等五十三人交换国民党改进意见（联俄容共问题）。

（２）汪兆铭、胡汉民到杭州晤卢永祥（张作霖亦派吴光新来上海晤孙中山）。

（３）山海关京奉路工人罢工，要求斥革工头，改良生活。

（４）日俄长春会议开始，商库页岛等问题（日本代表松平太郎，苏俄代表越飞及远东共和

国外长杨松）。

９﹐５（七，一四）

（１）南昌蔡成勋部第一师哗变。

（２）日使抗议吉林头道沟军队哗变事。

９﹐６（七，一五）

（１）孙中山指定覃振、丁惟汾、陈独秀、茅祖权、田桐、张秋白、吕志伊、陈树人、管鹏

等九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陈对共产党员之加入国民党不多表示意见）。

（２）张伯烈当选为众议院副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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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七，一六）

（１）外交部分别通知日使及苏俄代表，日俄长春会议不得涉及中国领土主权与利益，并要

求苏俄退出外蒙为开议之前提。

（２）黎元洪令召集财政会议，并定期取消铁路免票。

（３）命奉天交还所扣各铁路车辆。

（４）许崇智部（约七千人）自江西瑞金进向福建。

９﹐８（七，一七）粤汉铁路（湘鄂段）工人因监工员虐待工人，罢工，共产党人郭亮主之。

９﹐９（七，一八）

（１）北京财政农商两部召集之全国关税研究会开会（免厘加税会议）。

（２）滇赣军朱培德、赖世璜等由湖南占领广西全州。

（３）梁启超晤冯玉祥于开封（９﹐１１梁为冯部讲【兵之必要】；９﹐１４讲【军国民之

精神】）。

９﹐１０（七，一九）

（１）江西吴城兵变。

（２）许崇智部抵福建宁化。

９﹐１１（七，二０）

（１）粤汉路罢工工人与军警在岳州冲突，死伤数十人，长沙工人及京汉路南段工人起而响

应。

（２）美籍顾问福开森以备忘录呈黎元洪，主拒绝越飞，暂勿与苏俄订约。

（３）特派梁如浩为接收威海卫委员长。

（４）任命凌文渊署财政次长。

９﹐１２（七，二一）

（１）外交部正式照覆苏俄代表越飞，允即开议中俄一切问题。

（２）关税研究会议决于民国十三年起实行裁厘，并免除出口税。

（３）陆荣廷得广西自治军林俊廷之掩护，在龙州就广西边防督办职。

（４）通缉郑洪年、赵庆华、何瑞章（交通总长高恩洪指其煽动京绥、京汉铁路风潮。按共

产党人李大钊与吴佩孚之政务处长白坚武为同学，共产国际代表胡定康经李、白与孙洪伊之

介绍，曾与吴相晤；高为吴系，由李推荐共产党人六名任京汉、津浦、京绥、京奉、正太、

陇海铁路视察，以排斥交通系势力，遂大事工人活动，领导者为邓中夏、张国焘）。

９﹐１３（七，二二）

（１）共产党之【向导周报】在上海发刊，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主之（１９２７﹐４停

刊）。

（２）美使舒尔曼访外长顾维钧，谓越飞宣传过激思想，学界颇为所动。

（３）众议院退回唐绍仪内阁同意案。

（４）许崇智部抵福建建宁（即经泰宁、建阳进抵建瓯）。

９﹐１４（七，二三）

（１）王宠惠及全体阁员请辞。

（２）北满日军撤退完毕。

９﹐１５（七，二四）

（１）张作霖派张宗昌赴海参崴与日人及狄特里志斯政府订立军事密约，并购日人所管之大

批军械。

（２）萍乡安源矿工罢工，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少奇等主之，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约

二万人，至十八日解决）。

９﹐１６（七，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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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陈炯明复任粤军总司令。

（２）湖南宋鹤庚部叶开鑫、唐生智、贺耀组三旅，连败陈嘉佑部，占领武冈。

（３）特派黄郛筹办财政会议事宜。

９﹐１７（七，二六）

（１）胡汉民、汪兆铭与卢永祥商定与张作霖军事合作（本日自杭州返上海，张亦派韩麟春

来见孙中山）。

（２）蔡成勋逼走护理江西省长何德刚，以李廷玉继，南昌、九江商人罢市反对。

９﹐１８（七，二七）

（１）孙中山致国民党党员书痛斥陈炯明。

（２）国会二届常会闭会。

９﹐１９（七，二八）

（１）特任王宠惠署国务总理，外交顾维钧，内务孙丹林，财政罗文干，陆军张绍曾，海军

李鼎新，司法徐谦（石志泉代），教育汤尔和，农商高凌霨，交通高恩洪（是即【好人内阁】，

时吴佩孚谋与孙中山联合，王宠惠、徐谦均与孙有渊源，９﹐２８申报刊出孙丹林谈话，主

孙中山、吴佩孚合作。孙丹林为旧同盟会人，与吴关系颇深）。

（２）外交部令停付俄国部份庚子赔款。

（３）派穆湘玥往檀香山参与太平洋商务会议。

９﹐２０（七，二九）

（１）海参崴大批日本军火运往奉天，以防制过激党东进。

（２）张作霖改革军制，废师为旅。

（３）教育部召集学制会议，蔡元培任主席（９﹐３０闭会）。

（４）任命严璩为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

（５）孙中山函广西陆军总司令张开儒与朱培德军合力讨陈炯明。

９﹐２１（八，一）

（１）苏俄代表越飞抗议停付俄国庚子赔款及中东路股东会议（

９﹐２６外交部覆拒）。

（２）广州各学校教职员罢课索薪。

（３）开徐州为商埠。

９﹐２２（八，二）

（１）孙中山派汪兆铭赴奉天晤张作霖。

（２）各铁路工人代表在汉口会议，准备９﹐２５总罢工。

（３）陆军部组织蒙疆善后委员会。

（４）山东匪陷巨野。

９﹐２３（八，三）

（１）广东陈炯明部黄强占廉州，黄业兴占钦州，黄明堂败走越南。

（２）张作霖之代表袁金铠到北京。

９﹐２４（八，四）日本外务省照会中国驻日代办，定于十月以前撤退海滨省军队，北满撤

兵日期，当俟中国军队能担任保护侨民为断。

９﹐２５（八，五）

（１）外交部照会苏俄代表越飞，催撤外蒙俄军。

（２）长春日俄会议破裂，日本不允退出库页岛北部及撤退海滨省一带驻军。

（３）发行十一年八厘短期公债一千万元。

（４）任命马叙伦为教育次长。

９﹐２６（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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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日军自中东铁路地区撤退。

（２）北京向比国银行借款二十万元，付国会经费。

（３）任命李根源为航空署督办。

９﹐２７（八，七）

（１）外交团照会外交部，劝告中国实行裁兵，整理财政。

（２）福建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与许崇智联合，要求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即日离闽。

（３）特派王宠惠兼政治讨论会会长。

（４）粤汉铁路、京汉铁路罢工风潮解决。

９﹐２８（八，八）

（１）上海修改税则委员会闭会。

（２）四川省宪筹备会开会。

（３）汤漪、丁世峄、林长民、胡适、徐新六等与美使舒尔曼商职业参政问题（１９６０胡

适曾对编者否认）。

９﹐２９（八，九）

（１）许崇智、黄大伟等进至闽边建瓯，讨李厚基。

（２）孙中山派杨庶堪赴杭州晤卢永祥。

９﹐３０（八，一０）

（１）中国继续当选为国际联盟非常任理事。

（２）以熊炳琦继王瑚为山东省长（王并未到任）。

（３）闽南自治军占同安，讨李厚基。

（４）梁鹤志、曾毓隽、王郅隆自北京使馆区日本兵营潜逃赴津。

（５）孙中山声明中国不适于共产主义，相信德俄必以平等及主权完整对待中国。

１０﹐１（八，一一）

（１）赵恒惕依湖南省宪当选湖南省长（９﹐１０？）。

（２）退入广西之北伐军朱培德等之滇军占领桂林，自治军梁华堂败退。

（３）全国商约研究会成立。

１０﹐２（八，一二）

（１）徐树铮得卢永祥之助，自浙江抵福建，本日在延平设立【

建国军政制置府】声称尊奉段祺瑞、孙中山，限李厚基于二十四小时内退出福州。王永泉部

自延平进向水口，许崇智部自建瓯进向古田。

（２）接收威海卫中英会议在威海卫开会。

（３）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实施新学制，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

１０﹐３（八，一三）

（１）公使团会议全部禁运军火来华问题（英日法等国对禁运飞机有异议）。

（２）外交部及总税务司分别宣布新修税则定于十二月一日施行。

（３）苏俄代表越飞自长春回北京。

（４）四川军事善后会议开幕。

１０﹐４（八，一四）

（１）外交部俄事委员会讨论对俄开议事件。

（２）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访越飞。

（３）李廷玉因赣人反对去职，蔡成勋宣布自兼省长。

１０﹐５（八，一五）内阁总理王宠惠、外长顾维钧、财长罗文干、教长汤尔和辞职，未准。

１０﹐６（八，一六）

（１）广东陈炯明派洪兆麟为总司令，进兵福建，助李厚基防许崇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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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孙本戎占领福建古田，败李厚基部唐国谟旅。

（３）沈鸿英在赣南通电班师回桂。

（４）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共产党人毛泽东等主之。

１０﹐７（八，一七）裁撤安徽督军，张文生去职，改以马联甲督理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张

为张勋旧部，即新安武军，马为旧安武军，得齐燮元之助）。

１０﹐８（八，一八）

（１）广西刘震寰进攻自治军，占藤县。

（２）刘成勋（四川总司令）、孙传芳（长江上游总司令）之川鄂和约成立。

（３）长沙人力车工会成立。

１０﹐９（八，一九）

（１）派陆征祥为国际保工会委员。

（２）长沙理发工人罢工。

１０﹐１０（八，二０）

（１）蔡元培、林长民等在北京举行国民裁兵运动大会，参加者八十六团体，五（三）万余

人，黎元洪到场演说（共产党人乘机策动）。

（２）卢永祥通电宣布与徐树铮在闽起事无关。

（３）北京无政府主义派之【学汇】（国风日报副刊）出版。

１０﹐１１（八，二一）

（１）日本海军陆战队在福州登岸。

（２）国会第三届会议开幕（【民八】议员指责黎元洪、吴景濂、王宠惠，一片叫嚣）。

（３）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济南开会。

１０﹐１２（八，二二）

（１）许崇智、王永泉部占福建水口，败福建警务处长史廷扬，前锋王懋功（黄大伟部）进

入福州，李厚基逃南台，登军舰。

（２）张作霖与日本签定天图铁路合同。

１０﹐１３（八，二三）

（１）王宠惠内阁因国会非难，辞职未准。

（２）李厚基部史廷扬一度攻入福州，为许崇智部孙本戎旅所击退。

（３）特派萨镇冰会办福建军务。

（４）外交部向日使抗议海参崴日本军官私售军火与张作霖（１０﹐１６再抗议）。

（５）美教士（AntonLuncleen）瑞士教士（C。O。Forsbery）在河南汝州被匪掳去（十二

月初释放）。

１０﹐１４（八，二四）

（１）苏俄代表越飞覆外交部，表示不能即将库伦俄兵撤退，拒绝单独解决外蒙问题，责中

国政府袒护俄白党。

（２）汪兆铭、程潜自奉天返上海，谓张作霖表示不争地盘，不亲日，不复辟。

（３）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到上海（旋由张嘉森偕往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梁启超亦在南京讲学）。

１０﹐１５（八，二五）

（１）特任萨镇冰为福建省长。

（２）江西抚州南城兵变（常德盛部毅军）。

１０﹐１６（八，二六）

（１）国会议员质问民六年解散国会之责任及黎元洪任期。

（２）萨镇冰通电应人民之请，暂任福建省长。

（３）吴佩孚电责王正廷迎合日意，接收鲁案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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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７（八，二七）

（１）徐树铮、许崇智、王永泉入福州。

（２）张作霖派朱庆澜为中东路护路司令。

１０﹐１８（八，二八）

（１）徐树铮通电依据其所著之【建国真诠】设官分职，并以制置府名义任王永泉为福建总

抚，统辖军民两政。

（２）孙中山任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长（蒋中正为参谋长），黄大伟为第一

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长（１０﹐２８就职）。

（３）北京参议办公处派毅军师长常德盛为援闽总司令（常部本日已自江西入杉关）。

（４）北京大学学生要求免收讲义费，发生风潮（次日校长蔡元培辞职，共产党李大钊等从

中运用）。

１０﹐１９（八，二九）

（１）古应芬、林直勉、邓泽如、李文范等在香港组织讨陈（炯明）驻港办事处。

（２）调任方本仁为赣南镇守使。

（３）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中共高声泰领导）。

（４）唐山美军干涉京奉路局罢工风潮，发生争执（１０﹐２２解决）。

１０﹐２０（九，一）

（１）广州陈炯明与联华公司（即英法支那有限公司）订立七厘半货币借款契约，债额二百

万镑（１０﹐２２学生反对，被制止）。

（２）哈尔滨无线电台遵照华盛顿会议条约，移交中国接管。

１０﹐２１（九，二）中英厦门海后滩悬案交涉善后办法成立。

１０﹐２２（九，三）

（１）居正、汪兆铭、蒋中正自上海到福州（时黄大伟与许崇智不和，居正等奉孙中山命前

来调解）。

（２）孙中山派戴传贤赴四川，并分函四川将领但懋辛、刘成勋、邓锡侯、赖心辉、田颂尧

等。

１０﹐２３（九，四）

（１）孙中山函广西滇军总司令张开儒，嘱与香港邹鲁联络。

（２）广东陈炯明签定市政借款草约。

（３）长沙泥木工人向县公署请愿，无结果。

（４）唐山交通大学学生赈工会、北京大学开滦矿工农工经济后援会援助开滦煤矿罢工工人

（１１﹐１６解决）。

１０﹐２４（九，五）

（１）外交部照会日使，否认奉天与日本所订之天图路契约。

（２）协约国同盟共管中东铁路委员会撤消。

（３）廖仲恺奉孙中山命到福州。

（４）长沙泥木工人由毛泽东煽动向省长公署请愿，赵恒惕允其营业自由。

１０﹐２５（九，六）

（１）美与远东共和国要求日军自西伯利亚撤退。

（２）俄红军占领海参崴，日军撤退。

（３）北京政府派李厚基为福建讨逆军总司令，萨镇冰为副司令，高全忠为总指挥，进攻徐

树铮等。

（４）四川省议会通过临时省政府组织大纲。

（５）直隶顺德兵变（陕军胡景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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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长沙泥木工人庆祝罢工胜利。

（７）开滦煤矿罢工工人示威，英水兵及天津警察开枪镇压，死伤数十人。湖南水口铅锌矿

工罢工，共产党人蒋先云等主之。

１０﹐２６（九，七）

（１）日本撤退西伯利亚及中东路沿线与哈尔滨海参崴驻军。

（２）俄事委员长刘镜人以苏俄代表越飞翻悔前议，原定十一月十日之中俄会议，不能举行，

退出辞职。

（３）外交部致牒公使团，商改革上海会审公堂办法，以图收回（公使团未复）。

（４）孙中山派邹鲁为驻香港特派员，与邓泽如、古应芬、林直勉、李文范等进行讨陈炯明

军事。

（５）李厚基自闽赴上海（１０﹐３０到南京，乞援于齐燮元、杜锡珪，李原被海军监视）。

１０﹐２７（九，八）

（１）豫西巨匪【老洋人】张庆及李鸣盛纠合赵倜旧部二万余人经叶县舞阳东窜，扑攻西平

车站，断京汉路东走，称建国军、援豫军。

（２）孙中山分函湖南将领鲁涤平、蔡巨猷等救湘攻粤（１０﹐３１自沪抵港）。

（３）朱培德自桂林函告孙中山，即赴桂平晤滇军总司令张开儒，又沈鸿英自赣抵湘南，表

示和好。

（４）京绥铁路工人罢工，要求加薪，改良待遇（１０﹐２９解决）。

１０﹐２８（九，九）

（１）远东共和国代表巴谷勒对取缔白俄要求四事，并抗议中国优容白俄。

（２）以张载阳代沈金鉴为浙江省长（时张已为事实上之省长）。

１０﹐（底）朱德到柏林，晤周恩来。

１０﹐２９（九，一０）

（１）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不同意于鲁案损失赔偿办法。

（２）海参崴之白党窜入哈尔滨境，被解除武装。

（３）美公使舒尔曼晤冯玉祥于开封（翌日看操讲话，以冯比林肯，并劝裁兵）。

（４）女权运动同盟会上海支部成立。

１０﹐３０（九，一一）

（１）徐树铮因所任之福建总抚（王永泉）为各方所反对（许崇智等），改任王永泉为总司

令，林森（国民党）为省长（１１﹐３林就职）。

（２）戴传贤奉孙中山命偕向传义自上海赴四川，抚慰各军（约于１１﹐１０行抵宜都，忽

以厌世投江，漂至枝江，遇救不死，遂至成都）。

（３）任孙岳为冀南镇守使。

１０﹐３１（九，一二）

（１）裁撤河南督军缺，调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移驻北京）。以张福来督理河南军务善后

事宜（冯与吴佩孚决裂明朗化，冯督豫后，积极扩张兵力，停止对吴协饷）。

（２）邹鲁、李文范自上海抵香港，与邓泽如、胡毅生等策划讨陈炯明事。

（３）外交部宣布协约国监管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铁路事务终了。

１１﹐１（九，一三）

（１）众议院议决民国四年五月中日二十一条协约换文均无效，请政府向中外宣布。

（２）徐树铮通电请段祺瑞、孙中山于上海召开联省会议。

（３）沈鸿英受吴佩孚主使，率部自江西回至桂林附近，原驻桂林之滇军朱培德开浔州，与

张开儒所部滇军连合。

（４）东部西伯利亚日军完全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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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协约国中东铁路技术部撤销。

（６）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成立。

（７）上海日华纱厂工人三千余名罢工（第三次），要求启封浦东工会（１１﹐６圆满解决）。

（８）中南、盐业、金城、大陆四银行准备库成立于天津。

（９）公布新学制（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分高初中，大学四年，废豫科）。

１１﹐２（九，一四）

（１）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届世界大会在莫斯科开会，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刘仁

静、瞿秋白、张太雷出席（拉狄克报告提及中国共产党支持吴佩孚事）。

（２）徐树铮因各方反对，离福州赴上海，【建国军政制置府】消灭。

（３）外交部照会日使，各省区公私各界以路矿押借外债，非经部立案，无效。

（４）豫匪老洋人陷安徽颖州，掳得大批倪嗣冲宅军火。

（５）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二十三日解决）。

１１﹐３（九，一五）

（１）越飞照会外交部，抗议中东铁路管理不善，总管奥斯脱罗木夫应负其责（奥氏为１９

２０年道胜银行所派之总工程师），该路为俄国政府财产，请暂定经营办法。

（２）冯玉祥部全军离豫，移驻北京南苑（１１﹐１０冯到北京，吴佩孚曾扣留冯部，经曹

锟劝告，始放行）。

（３）蔡元培、林长民等请撤消治安警察法（此系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康〕、

郭春涛、王汝屿、杨廉等在裁兵运动会联席会议时所提出）。

１１﹐４（九，一六）

（１）日使照会外交部，张志潭长交通部时已口头允许天图铁路开工，拒绝将该来照转达东

京。

（２）武汉各校学生罢课，反对教育厅长。

１１﹐５（九，一七）

（１）张继携孙中山函自上海到北京，晤越飞（商联俄容共事）。

（２）湖南工团联合会成立于长沙，毛泽东任总干事，郭亮副之。

（３）李厚基得齐燮元之助，自南京抵厦门，谋攻福州。

１１﹐６（九，一八）

（１）越飞向外交部申明加拉罕两次宣言并非放弃苏俄在华之合法及利益，该宣言亦非永久

有效，除非中国不再漠视俄国利益，俄国或将不得不考虑其所给予之许诺。

（２）外交部照会越飞，声明对赤白两党向无偏袒，盼速开中俄会议，商讨外蒙撤兵办法。

（３）王永泉向北京表示服从。

（４）总检察厅通缉杀害安庆学生姜高琦之倪道烺等。

（５）任命劳之常为交通次长。

１１﹐７（九，一九）

（１）越飞之代表伊凤阁在北京庆祝十月革命宴会席上宣读演词，为中俄利益，俄军不能自

库伦撤退，俄国在中东铁路利益须予保障。

（２）前福建第二师师长臧致平驱李厚基、高全忠出厦门，自称闽粤赣联军总司令（１１﹐

１１李到汕头乞援）。

１１﹐８（九，二０）

（１）张作霖派吉林交涉员与奉天日总领事及日公司代表正式签字于天图路约，并禁止延吉

人民反对。

（２）越飞要求逮捕中东路总管奥斯脱罗木夫，道胜银行已失过问该路资格。

（３）孙中山覆广西滇军将领杨希闵书，劝先定广东（本日邓泽如等在香港付杨之代表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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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五万余元）。

（４）沈鸿英部何才杰败广西自治军韩彩凤、陆福祥（陆荣廷系），占柳州。

（５）四川军事善后会议闭会，决定川省取自治态度，仍推刘成勋为总司令。

１１﹐９（九，二一）

（１）特派张绍曾兼蒙疆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陆荣廷为广西边防督办，

并任命沈鸿英为桂林镇守使。

（２）河南陆军第一师（毅军）常德盛自江西攻福建，为许崇智所败，退出邵武光泽。

（３）孙中山答日本记者，否认与香港海员罢工有关，但同情工人。

（４）豫匪老洋人连陷固始、正阳，靳云鹗军失利（继陷项城、上蔡、遂平）。

（５）【唐山潮声】在上海出版（声援唐山工潮，由民国日报发行）。

１１﹐１１（九，二三）

（１）外交总长顾维钧覆越飞，允调查中东铁路总管奥斯脱罗木夫之行为，拒绝暂由中俄共

同管理，驳斥越飞对加拉罕两次宣言之解释，并郑重促请俄国项目声明，无条件交还该路。

（２）广州法政专门学堂之【群声】发刊。

１１﹐１４（九，二六）

（１）远东共和国与苏俄合并（１１﹐１６宣布）。

（２）越飞照覆外交部，谓加拉罕宣言除请订立中东铁路协议外，无任何特殊提议，苏俄不

能无赔赎的交还，红军亦不拟占领该路，除非由于中国政府之敌视行为，方改变政策。

（３）日本外务省训令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如中国要求废约，应断然拒绝。

（４）财政部与华义银行签订整理德奥旧债票发行新债票合同。

（５）长沙笔业工人罢工（１２﹐２３解决）。

１１﹐１５（九，二七）

（１）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党员张继等五十九人审查国民党改进案，推胡汉民、汪兆铭为

宣言起草员。

（２）越飞致外部节略，谓中国以均等手段取缔红白两党，实意存偏袒，应另定办法。

（３）外交部向越飞抗议苏俄与外蒙缔结商务及经济协议。

（４）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诟言王宠惠，发生冲突。

（５）豫匪老洋人攻击驻马店靳云鹗军。

１１﹐１６（九，二八）

（１）豫军靳云鹗、杨清臣等部合皖军连败豫匪老洋人（先后克正阳、罗山、上蔡、商水，

匪势稍杀）

。

（２）美、英、法、义、瑞（士）公使为豫匪掳绑外人，向外交部严重抗议。

（３）总统府咨覆众议院，尚不能提出正式内阁。

（４）唐山罢工风潮解决。

１１﹐１７（九，二九）

（１）越飞覆外交部１１﹐１５抗议，谓俄蒙条约并无侵犯中国主权之处。

（２）徐州新安武军缴械遣散（新安武军为张勋旧部）。

１１﹐１８（九，三０）

（１）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私用众议院名义向黎元洪密告财政总长罗文干１１

﹐１４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黎即手谕捕罗并转送地方检察厅拘押（吴与王

宠惠不和，黎亦以王进行孙中山、吴佩孚之联合，恐于己不利。罗为王阁之中坚分子）。

（２）日本公使小幡照复外交部，拒绝缓付庚子赔款。

（３）唐山交通大学因罢课参加唐山工潮，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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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９（一０，一）内阁因罗文干被捕，责黎元洪违法，吴景濂等亦率议员入总统府，

不准黎元洪下释罗令。

１１﹐２０（一０，二）

（１）越飞通告外交部，远东共和国已与莫斯科政府合并（本月十六日），彼仍任俄代表。

（２）外交部照会英使，阻止陈炯明借款。

（３）吴佩孚电黎元洪，责逮捕罗文干之违法。

（４）众议院可决查办罗文干案。

（５）陆军总长张绍曾通电辞职。

（６）蚌埠新安武军解散。

１１﹐２１（一０，三）

（１）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高凌霨、张绍曾未列名）电告，

议员包围总统，责任内阁已被破坏，待罗案解决即辞职。

（２）孙中山自上海函蒋中正（时蒋在福州）商联俄事，劝保守福州，努力恢复广东。

（３）沈曾植卒于上海，年七十三岁。

１１﹐２２（一０，四）

（１）黎元洪派孙宝琦、汪大燮、黄开文、荫昌迎罗文干到总统府。

（２）吴景濂率议员三十余人至总统府，要求免王宠惠、罗文干职。

１１﹐２３（一０，五）

（１）曹锟通电攻击财政总长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主彻底追究。

（２）吴景濂迫黎元洪电斥吴佩孚（时直系内部分为保定、洛阳系，曹锟愤交通总长高恩洪

以巨款济吴佩孚）。

（３）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部自宜昌向下游开拔，拟由江西入福建。

（４）汉口全国商会联合会开特别大会，促废督裁兵之进行。

（５）日俄长春会议停止。

１１﹐２４（一０，六）

（１）直隶省长王承斌电请黎元洪逮捕与罗案有关人犯，并谴责吴佩孚为王宠惠内阁保镳。

（２）吴佩孚因曹锟等攻击罗文干，通电拥护黎元洪，服从曹锟，对罗案不再置喙。

（３）叶夏声奉孙中山命与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桂军将领沈鸿英、刘达庆、刘玉山，

会于广西平南白马墟，决东讨陈炯明（时滇军集藤县、蒙江，陈炯明亦力事联络，滇军旅长

范石生、蒋光亮曾去广州）。

（４）黄大伟与许崇智冲突，离福州赴上海，蒋中正随行。

１１﹐２５（一０，七）

（１）阁员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保系阁员高凌霨未列名，

张绍曾已前辞）通电，谓各方举动不由正轨，无力维持，即行辞职。

（２）罗文干还押北京地方检察厅看守所。

（３）江苏督军齐燮元通电响应１１﹐２３曹锟电（江西蔡成勋、安徽马联甲、山东田中玉、

浙江卢永祥等继之）。

（４）广西自治军韩彩凤、陆福祥、陆云高等败沈鸿英军，再占柳州（翌日沈部反攻，复夺

回）。

（５）长沙印刷工人罢工，毛泽东主之（１２﹐１２解决）。

１１﹐２６（一０，八）

（１）黎元洪通电述拘捕罗文干经过。

（２）吴佩孚将杨森部编为一混成旅，驻鄂西。

（３）日本报载孙中山谈话，主亚洲人联合反抗英国侵略（盼日本改善对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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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７（一０，九）

（１）众议院通过查办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案。

（２）黎元洪以总统名义致赠溥仪婚礼。

１１﹐２８（一０，一０）

（１）总税务司安格联通令新税则因关系各国尚未一律承认，所有前定十二月一日实行之举，

不克照办，应俟核定再办。

（２）滇军杨希闵之代表夏声自广西到香港，与邹鲁商洽对陈炯明问题（桂军刘震寰师及梧

州粤军第三、第四师亦有联络）。

１１﹐２９（一０，一一）

（１）准王宠惠辞职，黎元洪以汪大燮署国务总理，外交王正廷，内务高凌霨，财政汪大燮

兼，陆军张绍曾，海军李鼎新，司法许世英（时许任安徽省长，因裁兵事与马联甲冲突，故

调京，未就），教育彭允彝，农商李根源，交通高恩洪（除许外，高恩洪为洛系，彭、李为

接近黎之政学系，余均保系，总理为研究系）。

（２）许崇智派孙本戎旅自福州赴莆田，何成浚为兴永等属前敌总指挥，助臧致平攻泉州。

（３）李厚基到闽南上杭，联合粤军旅长尹骥及闽军张清汝、王献臣反攻漳州。

（４）全国商会联合会电政府，主对罗文干案依法办理，实惩虚坐。

１１﹐３０（一０，一二）

（１）吴佩孚电曹锟声明与王宠惠、罗文干素昧平生。

（２）汪大燮因国会及保系军人反对，复以财政总长人选问题，与黎元洪意见不和，辞国务

总理（黎即同意以黄郛为财长，汪不再辞）。

（３）派山东省长熊炳琦兼胶澳商埠督办，会同王正廷办理接收事宜。

（４）上海英国邮局撤销。

１２﹐１（一０，一三）

（１）中日鲁案第一部细目协议签字，定本月十日接收胶州旧德租界（土地权一项尚为悬案）。

（２）对协约国庚子赔款延付五年期满（法国因金佛郎问题未解决，延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一日开始付给）。

（３）吴景濂、张伯烈通电反对汪大燮。

（４）清帝溥仪（宣统）大婚（后为满洲正白旗荣源之女，名婉若）。

１２﹐２（一０，一四）

（１）张作霖划中东路沿线为特别区域，朱庆澜任长官。

（２）曹锟通电反对汪大燮组阁，并攻击许世英、高恩洪。

（３）四川省议会举刘成勋为临时省长。

１２﹐３（一０，一五）

（１）滇桂联军总司令张开儒自广西平南通电讨伐陈炯明。

（２）俄军侵犯札兰诺尔，被击退。

１２﹐４（一０，一六）中日订立南满铁道附属地区邮政协议。

１２﹐５（一０，一七）

（１）第三国际第四届世界大会闭会。

（２）中日鲁案第二部细目协议签字，定明年一月一日接收胶济路，赎路价为日金四千万元。

（３）特派顾维钧为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处长（１２﹐８改以王正廷兼）。

（４）众议院紧急会议，通过查办交通总长高恩洪、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订铁路材料合同案。

（５）黎元洪通电解释汪大燮组阁事，并咨众议院以张绍曾组阁。

１２﹐６（一０，一八）

（１）驻广西滇军总司令张开儒解职，由孙中山委金汉鼎继任，未到任前由杨希闵代，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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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南白马就职。

（２）派劳之常会同王正廷接收胶济铁路。

（３）准教育次长马叙伦辞职。

１２﹐７（一０，一九）

（１）吴佩孚派靳云鹗（第十四师师长）为河南剿匪司令，进剿老洋人。

（２）张伯烈等之新共和党成立（反抗吴景濂、褚辅成等之益友社，同时国会中尚有国民党

系之全民社、益友社及研究系王家襄、蒲殿俊等之宪法研究会）。

（３）苏俄代表照覆外交部，侵扰札兰诺尔之红军系白军伪装。

１２﹐９（一０，二一）

（１）中日邮政会议协议三项签字，除南满铁路附属地外，中国境内日邮，均于年内撤去。

（２）曹锟六十一岁寿辰（阴历），国会议员纷赴保定，张作霖之子学良、卢永祥之子小嘉

亦至（吴佩孚未到，派萧耀南为代表）。

１２﹐１０（一０，二二）

（１）广西滇军杨希闵、朱培德，桂军沈鸿英、刘玉山东讨陈炯明。

（２）督办鲁案善后事宜王正廷、山东省长兼会办熊炳琦在青岛向日本民政长秋山雅之介接

收青岛行政事宜。

１２﹐１１（一０，二三）

（１）汪大燮辞，以王正廷兼代国务总理。

（２）外交部驳覆１１﹐１４越飞照会。

（３）张家口美国商人克门及领事强运银元往库伦，与驻军冲突，为枪弹所伤（１２﹐１５

死于北京）

。

１２﹐１２（一０，二四）

（１）越飞自北京发出报告，说明国民党在中国之重要性，可用以联结民族主义与革命。

（２）海军部令自海参崴逃上海之俄白党军舰出境。

１２﹐１３（一０，二五）湖南工团联合会代表毛泽东、郭亮、任树德、罗学瓒等晤省长赵

恒惕，有所要求。

１２﹐１４（一０，二六）

（１）第十二师周荫人自江西入福建邵武。

（２）福建省议会通电选定省宪起草员。

（３）广东香山兵变。

１２﹐１５（一０，二七）

（１）美公使舒尔曼为１２﹐１１张家口事件（克门案）向外交部抗议。

（２）国会讨论张绍曾组阁案，发生冲突。

（３）正太路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承认工会（二十七日解决）。

１２﹐１６（一０，二八）

（１）孙中山召各省党员，审查国民党改进宣言。

（２）外交部向越飞抗议，远东革命委员会宣言将中东铁路区域划入其领土主权范围（１１

﹐１７远东俄政府曾有此项宣言）。

（３）特任汪大燮为平政院院长。

（４）讨贼军何成浚与臧致平部攻占泉州，败闽军师长张清汝。

１２﹐１７（一０，二九）

（１）河南剿匪军克鲁山、临汝、宝丰（匪首老洋人即张国信，旋为靳云鹗招抚，樊锺秀亦

于是时为吴佩孚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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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广西沈鸿英通电攻击陆荣廷。

（３）青岛日军撤退完毕。

（４）张绍曾招待国会议员。

１２﹐１８（一一，一）

（１）众议院通过张绍曾组阁案。

（２）湖南自治政府成立，省长赵恒惕就职。

（３）徐绍桢函孙中山，报告在天津与靳云鹏晤洽情形。

１２﹐１９（一一，二）许崇智占福建泉州，臧致平占南安。

１２﹐２０（一一，三）

（１）日内阁决定反对张作霖向关内扩张。

（２）任命李彦青为直鲁豫巡阅使署军需处处长。

１２﹐２１（一一，四）

（１）越飞警告外交部，中国境内之白党匪徒为危害中俄友好关系之主要因素。

（２）外交部复美国公使，谓张家口事件由于美领事及克门先开六枪，华兵被迫自卫。

１２﹐２２（一一，五）福建各界拒刘冠雄。

１２﹐２３（一一，六）

（１）美、法、日三国公使及英代办抗议中国债务到期不偿，并声明外债亦应在关余上结算。

（２）孙中山之代表陈中孚到洛阳晤吴佩孚。

１２﹐２４（一一，七）外交部与苏俄代表越飞谈判取缔俄白党。

１２﹐２６（一一，九）湖广路债本息经外国银行团严厉催索，由盐余关余偿还。

１２﹐２７（一一，一０）

（１）滇军杨希闵会同桂军刘震寰占领广西藤县。

（２）上海总商会裁兵制宪理财委员会招待记者（汉口英美商人教士策动）。

（３）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伊丹松雄到洛阳，愿助吴佩孚练兵，吴拒之。

１２﹐２８（一一，一一）

（１）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桂军刘震寰占梧州，粤军团长营长陈济棠、吕春荣、卓仁机东

退。

（２）苏俄代表越飞照会外交部，谓一九一九年宣言对中东路并非无条件交还中国，请速派

代表开中俄会议。

（３）法使严索庚子赔款。

１２﹐２９（一一，一二）参议院通过张绍曾组阁案。

１２﹐３０（一一，一三）

（１）英、美、日、法、义五国共同照会，请明年一月起按月照约付庚子赔款（五年延期已

满）。

（２）宪法会议开继续民六之大会。

１２﹐３１（一一，一四）

（１）中日撤废日本在华邮政协议成立。

（２）公布教育基金委员会条例。

（３）黎元洪授吴佩孚为孚威上将军，冯玉祥为陆军上将。

１２﹐

（１）上海全国劳工组合书记部被封（寻移设北京）。

（２）中国共产党中央自上海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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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２３──中华民国十二年癸亥

１﹐１（一一，一五）

（１）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宣布时局主张及民族、民权、民生政策。

（２）接收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并附属财产。

（３）胶济铁路国库证券借款四千万成立。

（４）汉口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呼吁裁兵、制宪、理财（英美人士策动）。

（５）广州【新妇女】杂志发刊。

１﹐２（一一，一六）

（１）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通过总章，推定中央干部，孙中山演讲宣传之重要。

（２）美国正式向日本提议废止兰辛石井协议。

（３）汉口青年会干事密尔根到天津，运动各团体进行裁兵。

１﹐３（一一，一七）

（１）总税务司布告１﹐１７起，实行切实值百抽五之新税则。

（２）美使舒尔曼为克门案（张家口事件）向外交总长王正廷面致抗议，提出道歉、惩处、

赔偿等六项要求，态度强硬（当日王即正式道歉）。

（３）西江粤军第一师团长陈济棠、卓仁机，营长张发奎、邓演达脱离陈炯明，滇桂军占领

封川德庆。

１﹐４（一一，一八）

（１）特任张绍曾为国务总理，外交施肇基，内务高凌霨，财政刘恩源，陆军张绍曾兼，海

军李鼎新，司法王正廷，教育彭允彝，农商李根源，交通吴毓麟（张对保洛均接近，高刘吴

均保系，国务院秘书长为张廷谔）。

（２）参议院决选议长，杨永泰、王家襄得票均不足半数。

（３）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

１﹐５（一一，一九）

（１）张作霖组边防军五旅，驻中东路。

（２）援闽北军师长常德盛为粤军所败，退出杉关。

１﹐７（一一，二一）

（１）孙传芳之第二师抵赣东，准备入闽。

（２）江苏校长为教育经费与省议会冲突，学生罢课。

１﹐８（一一，二二）

（１）张绍曾电西南各省，商和平统一（促成国宪，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对内先谋事实

上之协商）

。

（２）萧耀南、张福来、孙传芳等承吴佩孚之意，劝告曹锟暂勿作总统运动。

１﹐９（一一，二三）

（１）滇桂军得粤军之助，占肇庆，陈炯明之西江前敌总指挥叶举败走。

（２）越飞要求中国放弃对红白两党之中立政策，应于二者择一为友。

１﹐１０（一一，二四）

（１）滇桂军占三水，陈炯明部杨坤如败走。

（２）汉口英商茂隆棉花工人以代表被捕，包围英租界巡捕房，被英捕房义勇队殴伤二十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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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一一，二五）

（１）北京地方检察厅宣告罗文干案证据不足，免予起诉，罗文干、黄体濂均出狱。

（２）孙中山令廖仲恺与国民党各省支部商改组事宜。

（３）汉口棉花工厂工人三千余罢工，要求组织工会（十九日圆满解决）。

１﹐１２（一一，二六）

（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仍保持其自身组织，并使国民

党与苏俄一致努力为反抗英、美、日帝国主义而奋斗。

（２）汉口英美烟草公司工人二次罢工。

（３）以程克（冯玉祥所荐）代王正廷署司法总长。

１﹐１３（一一，二七）

（１）粤军第一师长梁鸿楷，第三师长陈章甫通电拥戴魏邦平，继主持广东军政。

（２）北京政府令嗣后各省各军在防区接近之内，不得擅自用兵（意在制止广东战事，以助

陈炯明）。

（３）越飞晤外长施肇基，谓中俄会议须候本年三月方能举行。

１﹐１５（一一，二九）

（１）陈炯明战败，宣告下野，命回海丰。洪兆麟在汕头宣布离陈独立，迎孙中山、许崇智

回粤。

（２）教育总长彭允彝于阁议席上动议罗案交法庭再议（图见好于国会，以为同意之交换条

件），罗文干等又被拘入狱。

１﹐１６（一一，三０）

（１）滇军总司令杨希闵（统范石生、蒋光亮、杨池生、杨如轩等五旅），桂军总司令沈鸿

英，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入广州。

（２）日本前外相后藤新平邀请越飞来日本（１﹐２３越飞应允）。

（３）粤汉路（湘鄂段）工人罢工，要求加资。

１﹐１７（一二，一）

（１）苏俄代表越飞自北京到上海（外交部曾电上海当局监视）。

（２）许崇智军自福州开拔回粤，肆行拉夫，商民罢市（许部曾得张作霖赞助）。

（３）浙督卢永祥增防浙西衢州，防孙传芳入闽之师。

１﹐１８（一二，二）

（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宣布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违法主罗案再议，羞

与为伍，辞职出京。

（２）陈独秀于【向导】发表【革命与反革命】

，斥陈炯明为反革命的军阀。

（３）广州粤军推魏邦平为广东讨贼军总司令。

（４）众议院通过张绍曾内阁阁员同意案（事先酒肉运动颇烈）。

１﹐１９（一二，三）

（１）参议院通过宣布中日二十一条协议无效案，咨政府照办。

（２）北京大学学生千余人请愿众议院要求否决彭允彝之教育总长，被院警殴伤多人，学潮

扩大（彭为赵恒惕所保）。

（３）广州【海陆军警联合维持治安办事处】推魏邦平为主任（

意在对抗滇桂军）。

１﹐２０（一二，四）

（１）孙中山委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代行大总统职权，杨西岩为财政厅

长，伍学●为盐运使，邓泽如为广东省长（杨伍均为香港巨商，以孙科联络，曾助巨款以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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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事成后以分任财政厅长盐运使为条件）。

（２）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

１﹐２１（一二，五）

（１）胡汉民、李烈钧到广州（１﹐２５胡就广东省长职）。

（２）孙中山委彭寿民、林祖涵为国民党总务部正副部长，陈树人、孙镜为党务部正副部长，

林业明为财政部长，叶楚伧、茅祖桂为宣传部正副部长，张秋白、周颂西为交际部正副部长。

（３）北京政府取消福建讨逆军司令名义，裁撤福建督军，调李厚基回京，取销王永泉之通

缉令，援闽军停止前进，命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办理主客军善后事宜（时粤军离闽，王

永泉向北方投诚）。

１﹐２２（一二，六）

（１）越飞要求上海英领事允其前赴香港，被拒。

（２）越飞访孙中山，开始会议。

１﹐２３（一二，七）

（１）北京学生联合会宣言驱彭允彝，惩办吴景濂。

（２）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但不应与国民党合并。

（３）孙中山委胡汉民为广东省长（邓泽如辞）

。

（４）广州沈鸿英部第一军长李易标将邹鲁之粤军第一路司令谭启秀缴械。

（５）川军旅长何金鳌（原杨森部）受熊克武策动，联合第一军长但懋辛，边防司令赖心辉，

反抗第七师长陈国栋，陈国栋联合邓锡侯攻重庆之但懋辛。

１﹐２４（一二，八）参议院投张绍曾内阁同意案，除外交总长施肇基外均通过（因施于阁

议中反对再拘罗文干，且不与议员拉拢）。

１﹐２６（一二，一０）

（１）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在统一未成以前，直奉皖及西南护法诸省，暂时划

疆自守，再实行化兵为工。

（２）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在上海联合发表宣言（１）共认共产主义及苏维埃制均不能施

行于中国，中国最急迫之问题为完成统一及取得完全之国家独立，俄愿以赞助；（２）越飞

重行声明一九二０年九月二十七日致中国政府通牒所宣布之原则，俄政府愿意并准备以俄国

放弃沙皇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之权利为根据，与中国开谈判；（３）中东铁路之管理应

由中俄两国政府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失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４）越飞切实声

明，俄政府对外蒙并无施行帝国政策或使之脱离中国之意或目的，为防止白俄活动计，俄兵

立即退出外蒙尚非其时。

（３）广东滇桂粤各军在海珠江防司令部会议，桂军总司令沈鸿英为变，拘留广东讨贼军总

司令魏邦平，胡汉民、刘震寰、陈策、邹鲁幸免（沈部反误杀其军长刘达庆、参谋长黄鸿猷）。

（４）孙中山派于右任赴天津晤段祺瑞。

１﹐２７（一二，一一）孙中山因江防司令部沈鸿英之变，中止回粤。

１﹐２８（一二，一二）

（１）苏俄代表越飞受东京市长后藤新平之邀，赴日本热海，孙中山派廖仲恺同行（约在二

月九日左右，廖与越飞在热海商谈合作及设立军事学校问题，时陈公博经日赴美留学，亦参

加）。

（２）广州河南魏邦平部第三师之一部被滇桂军缴械，粤军及刘震寰、朱培德军均开离广州。

１﹐２９（一二，一三）

（１）吴佩孚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禁止京汉铁路工人开会。

（２）美公使舒尔曼为克门案直接向张绍曾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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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一二，一四）

（１）北京政府令收编陈炯明军，并嘉奖陈下野，派丁槐慰问两广，林俊廷督理广西军务（林

属岑春烜系，北京政府拟对孙陈及岑各示好意，故有是令）。

（２）陈炯明自海丰到香港。

１﹐３１（一二，一五）

（１）吴佩孚召京汉铁路工人代表自郑州到洛阳，声明禁止开会。

（２）北京大专学生出发演讲，责政府破坏司法独立，并要求黎元洪挽留蔡元培。

（３）陈独秀自莫斯科回国，瞿秋白同行。

（４）俄代表达夫谦（越飞随员）照会外交部，提议将中俄交涉移往莫斯科（２﹐１３外部

拒绝）。

２﹐１（一二，一六）

（１）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被军警包围解散。

（２）北京学生向国务院请愿撤换教育总长彭允彝。

（３）张作霖否认奉直和议，坚持东三省自治。

（４）越飞应后藤新平邀请到东京。

２﹐２（一二，一七）

（１）国民党本部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中央干部会议。

（２）许崇智部离闽回粤。

（３）张国焘率领京汉铁路各工会代表自郑州赴汉口。

（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通电各工团，切实援助京汉铁路总工会。

２﹐３（一二，一八）

（１）以黄郛继施肇基署外交总长。

（２）孙中山派柏文蔚、吕超、黄大伟、蒋作宾、蒋中正、吴忠信等为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

会委员。

（３）四川战事扩大，川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刘成勋，第一军熊克武、但懋辛，边防军赖

心辉及石青阳助何金鳌，刘存厚系之第三师师长邓锡侯及陈国栋战败，自重庆北退，田颂尧、

刘斌、陈洪范、唐廷牧助之（何金鳌不久又与陈国栋合）（同时吴佩孚派第八师师长王汝勤

为援川总司令，第十八师长卢金山，第十八混成旅长赵荣华为副司令，川军第二军长〔第十

六师长〕杨森攻川东，令袁祖铭由贵州攻川南，陕甘军攻川北，谋武力平川）。

２﹐４（一二，一九）

（１）京汉铁路总工会自郑州移至汉口，下令举行大罢工（张国焘策动），并发表宣言，要

求撤华路局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澐，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赔偿损失，并由郑州地方官

道歉，星期日休息，阴历年放假七日照发工资。

（２）桂军沈鸿英部李易标移驻广州城外。

２﹐５（一二，二０）

（１）汉口军警迫令京汉铁路工人开车，与工人纠察队冲突。

（２）北京教育界进行驱逐教育总长彭允彝，挽留蔡元培。

（３）俄事委员会讨论派专使赴俄问题，邀曾游苏俄之江亢虎列席。

２﹐６（一二，二一）

（１）湖北工团联合会示威，声援京汉铁路罢工工人（共党董必武等策动），萧耀南派人通

知京汉铁路总工会，定明日商议解决办法。

（２）沈鸿英通电移军广州郊外，欢迎孙中山岑春烜回粤（时政学会谋孙岑携手，分有两广）。

（３）魏邦平被滇桂军释放。

２﹐７（一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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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萧耀南派兵包围汉口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枪杀三十二人（

江岸工会分会长林祥谦被斩），伤十二人，被捕五十余人（共产党张国焘、董用威〔必武〕、

林祖涵、中共湖北区委员兼江岸工会书记项英〔德隆〕、张源光避入法租界）。

（２）郑州铁路工会领袖刘文松等五人及长辛店工会领袖史文彬等十一人被捕。

（３）正太铁路罢工（２﹐１０复工）。

（４）道清铁路罢工（２﹐１５复工）。

（５）张作霖函覆孙中山，赞同其对俄措施。

２﹐８（一二，二三）

（１）吴佩孚派兵强迫京汉铁路工人开车，杀长辛店工人三名，伤六人，拘捕三十余人。

（２）中共代表及劳动组合书记张国焘下令京汉铁路工人复工。

（３）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议代表联席会议通电同情京汉铁路工人，指摘政府不当。

（４）粤汉铁路罢工（寻复工）。

（５）汉口真理报被封。

（６）福州公民大会推萨镇冰为临时省长，请林森辞职。

２﹐９（一二，二四）

（１）北京政府明令指斥教职员学生干政（为彭允彝事）。

（２）曹锟电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谓北京大学管理图书员李大钊设有秘密机关，由俄人供

给费用，请侦查严办。

（３）北京学生工人赞助京汉路罢工工人，举行示威运动（共产党李大钊策动）。

（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通电声援京汉路工人。

（５）京汉铁路工人复工。

２﹐１０（一二，二五）

（１）外交总长黄郛照会法使，允以金佛郎付法庚款。

（２）津浦铁路南段罢工（寻复工）。

（３）北京军警监视学界要人行动，干涉讲演。

（４）国会讨论京汉路罢工事件，通过善后办法。

（５）以吕调元继许世英为安徽省长（许因坚持裁殷恭先部之新安武军，与齐燮元、马联甲

失和，翌日被迫出走）。

２﹐１１（一二，二六）东三省特别法院全体反对司法部违法处置罗案。

２﹐１２（一二，二七）

（１）张国焘自汉口经南京返抵北京（中共中央决定仍迁回上海，张前往莫斯科报告）。

（２）宜昌之杨森军奉吴佩孚令向川东进发，助邓锡侯。

２﹐１３（一二，二八）

（１）国会反对以金佛郎付法庚款。

（２）外交部覆苏俄代表达夫谦，拒将中俄谈判移莫斯科，并促越飞早日回京。

（３）美公使舒尔曼为日本反对１９２１﹐１﹐８中美无线电台借款，向外交部抗议。

２﹐１４（一二，二九）

（１）张嘉森（君劢）在北京清华学校讲演【人生观】（４﹐１５丁文江为文驳之，人生观

或玄学与科学之论战开始）。

（２）安福系祸首特赦案因吴佩孚反对而搁置（２﹐８王揖唐通缉令已取销）。

２﹐１５（一二，三０）

（１）孙中山自上海赴广州，谭延闿、杨庶堪、徐绍桢、古应芬、陈友仁同行（美国国务院

观察员约翰逊于舟中晤陈友仁，陈请由美国约集各省军人，共商中国和平问题）。

（２）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在汉口被杀（２﹐７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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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一，一）

（１）许崇智败洪兆麟部于广东大埔。

（２）第十八师卢金山部会同川军杨森进攻巫山。

２﹐１７（一，二）

（１）曹锟吴佩孚及直系六省督军要求北京政府任命沈鸿英督粤，孙传芳督闽。

（２）孙中山抵香港，受居民盛大欢迎（寓杨西岩宅）。

２﹐１８（一，三）

（１）北京政府声辩如不承认金佛郎案，则庚款不能退还，去年七月九日协议将推翻。

（２）香港总督宴孙中山，孙表示盼与英国交好。

（３）孙中山任蒋中正为大本营参谋长。

２﹐１９（一，四）

（１）孙中山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说。

（２）孙中山之代表马伯援到北京，晤冯玉祥。

（３）直隶省长王承斌等在天津进行倒张绍曾内阁。

（４）四川陈国栋、邓锡侯等军返成都东部。

２﹐２０（一，五）正太铁路工会被迫解散。

２﹐２１（一，六）

（１）孙中山自香港抵广州，设大元帅府。

（２）四川熊克武、刘成勋、赖心辉援军抵成都，邓锡侯、陈国栋等北退广汉、绵阳、梓潼、

德阳。

２﹐２２（一，七）

（１）北京政府因孙中山回粤，及曹锟酝酿总统运动，特下令申明在宪法未公布前，凡属国

民应共遵守约法。

（２）孙大元帅以徐绍桢继胡汉民任广东省长（胡改任大本营总参议。时孙中山多以外省人

任粤事，以安客军心。又孙科与胡不协，亦为胡去职原因。胡寻离粤赴上海，汪兆铭亦去）。

（３）北京以范源廉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２﹐２３（一，八）

（１）孙大元帅指定广东各军防地，非奉命令，不得擅自移动（

沈鸿英部自北江移驻肇庆，杨希闵部接防北江，刘震寰部驻石龙东莞）。

（２）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及国民】书。

２﹐２４（一，九）

（１）孙大元帅宣言实行裁兵，以导国人，并任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

（２）英、法、美、义、日、荷、比、西八国公使照会外交部，要求庚子赔款按金价折付。

（３）赤塔远东中国部工会通电援助京汉路工人。

２﹐２５（一，一０）福建省长林森去职。

２﹐２６（一，一一）

（１）北京财政部开始私印印花票数百万元。

（２）美公使舒尔曼晤外交总长黄郛，交通总长吴毓麟，要求立即履行１９２１﹐１﹐８中

美无线电台借款合同。

２﹐２７（一，一二）中国共产党为京汉铁路罢工事，声讨吴佩孚。

２﹐２８（一，一三）

（１）孙大元帅派胡汉民、孙洪伊、汪精卫、徐谦驻沪为办理和平统一代表（时曹锟曾表示

赞同和平统一，孙中山命孙洪伊、杨度进行联曹，使与吴佩孚分离。五月以曹嗾使沈鸿英叛

变，遂与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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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孙大元帅任命傅秉常为粤海关监督兼广东交涉员。

３﹐１（一，一四）

（１）广州大本营组织告成，内政部长谭延闿，外交部长伍朝枢，军政部长程潜，财政部长

廖仲恺，建设部长邓泽如，参军长朱培德，秘书长杨庶堪。

（２）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京汉铁路工人被杀发布宣言，号召【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３）萨镇冰就福建省长职（孙中山及北京政府均有任命）。

３﹐２（一，一五）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各团体联合会为１﹐１９学生请愿事件及２﹐７京汉

路工人事件，举行元宵提灯会，以【打倒军阀】，【否认国会】，【推翻政府】，【打倒帝国主义】，

【援助工人】，【还我自由】为号召，被军警袭击，殴伤数十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

民权运动大同盟策动）。

３﹐４（一，一七）天津日本驻军司令官铃木一马到洛阳，重申助吴佩孚练兵之议，吴复拒

之。

３﹐５（一，一八）唐继尧、刘显世分任滇黔联军副总司令，派唐继虞率滇军助刘显世进攻

贵州之袁祖铭（吴佩孚系）。

３﹐６（一，一九）

（１）北京组织外交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

（２）孙传芳、周荫人之第二师、第十二师进入福建延平。

３﹐７（一，二０）

（１）曹锟、吴佩孚迫内阁总理张绍曾即下沈鸿英督粤、孙传芳督闽令。

（２）孙中山与英国总领事杰弥逊谈粤汉广九铁路接轨及改进黄埔港口事，盼英国借款，予

以财政援助。

（３）京津泰晤时报刊出张绍曾抨击苏俄谈话（３﹐１３达夫谦抗议，外部否认）。

（４）苏俄代表越飞与后藤新平商日俄复交问题。

３﹐８（一，二一）

（１）张绍曾内阁部分阁员（李根源等）反对下闽粤两督令，全体通电辞职（电文中有【近

日以来，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各方有执戈待旦之兆】语）。

（２）杨森、卢金山、宋大霈（鄂军）占领四川万县（川军第一军但懋辛部杨春芳、范绍曾

倒戈，第二混成旅团长刘伯承退梁山）。

３﹐９（一，二二）黎元洪退还张绍曾等辞呈，并通电挽留。

３﹐１０（一，二三）

（１）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省及日使，声明取消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

文（即二十一条），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顺大连（三月二十七日期满）。

（２）张绍曾在私宅会议，图向保（曹）洛（吴）转圜复职。

（３）杭州第一师范学生晚膳中毒，死二十余人。

３﹐１２（一，二五）

（１）唐继虞率滇军占领贵阳，以刘显世为贵州省长，袁祖铭部退镇远（唐继尧旋命继虞进

向四川，援刘成勋、熊克武、但懋辛等，以抗吴佩孚之势力）。

（２）孙中山谈话，对香港政府表示好感。

３﹐１３（一，二六）奉直军在山海关有作战准备，各向后方添调军队增防。

３﹐１４（一，二七）日本外务省照覆中国使馆及外交部，拒绝取消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

之接洽。

３﹐１５（一，二八）

（１）北京学生联合会商讨收回旅大问题，决举行示威，扩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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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萨镇冰、刘冠雄就办理福建善后事宜职。

（３）无政府主义派之【互助】月刊在上海（？

）出版。

３﹐１６（一，二九）中英代表在北京会商威海卫问题。

３﹐１７（二，一）

（１）孙中山大元帅任命李烈钧为闽赣防边督办，令移驻闽南，潮汕防地由许崇智部驻扎（李

部乃收编陈炯明部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黄世安五师而成）。

（２）四川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败熊克武、刘成勋、赖心辉于梓潼黑虎岩，占领梓潼。

（３）张绍曾等决定总复职，并请保系阁员（刘恩源、吴毓麟）自津回京。

（４）苏俄代表达夫谦离北京回国。

３﹐１８（二，二）孙中山讲演，盼与香港合作，由英国投资建筑铁路。

３﹐１９（二，三）

（１）日、美、英、法公使照会外交部，要求制止四川军队对于外国船只之攻击与干涉，并

附四国长江舰队司令节略。

（２）张绍曾内阁决循曹吴意，下闽粤令，实行总复职。

３﹐２０（二，四）

（１）北京政府以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杨希闵帮办，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

总指挥，陈炯光、锺景棠、黄业兴、王定华为广东陆军师旅长，温树德为驻粤舰队司令。

（２）北京政府以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王永泉帮办，臧致平为漳厦护军使。

（３）四川邓锡侯等占领绵阳、罗江。

（４）日本众议院否决承认苏俄政府案（中野正刚等提出）。

３﹐２１（二，五）

（１）北京政府以林俊廷兼代广西省长。

（２）北京八政团（民党，保系）接洽不信任张绍曾内阁案。

（３）孙大元帅命广东交涉员傅秉常向广州英领事交涉，驱逐陈炯明出香港。

（４）开迪化南关为商埠。

３﹐２２（二，六）

（１）驻外各使因经费困难，向外交部总辞职。

（２）北京外交总长黄郛辞职（因对日交涉困难）。

（３）北京学生联合会举行【施（洋）林（祥谦）及二七诸烈士追悼大会】，到者约千人（共

产党主之）。

３﹐２３（二，七）北京政府以徐元诰为江西省长，未到任前由陶家瑶署理。

３﹐２４（二，八）

（１）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被法领事封闭。

（２）川边炉霍道孚大地震，死亡二千余人。

（３）廖仲恺自日本回抵上海。

３﹐２５（二，九）

（１）上海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抵制日货，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与

军阀。

（２）北京政府以外交次长沈瑞麟暂代部务。

（３）沈鸿英、杨希闵辞北京任命。

（４）政学会之李根源、杨永泰、谷锺秀、张耀曾、李肇甫等改组【宪政社】。

３﹐２６（二，一０）

（１）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召开全国国民代表会议，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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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工人恢复自由。

（２）北京政府派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

（３）杨森军占梁山，但懋辛之第一军退重庆。

（４）孙中山派谢持为全权代表，执行国民党本部党务事宜。

３﹐２８（二，一二）

（１）外交部通知苏俄代表团，盼越飞早日回京与王正廷开议。

（２）桂军沈鸿英表示遵孙中山令，移防西江。

（３）黎元洪派丁槐南下，拟赴粤疏通孙中山，任孙以全国铁道督办，裁兵督办（丁至上海

晤孙洪伊等，大遭诋责而返）。

３﹐２９（二，一三）

（１）接收鲁案未了各事中日最后协议在青岛签字。

（２）长沙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不承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打倒帝国主义。

（３）孙中山任命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

３﹐３０（二，一四）英国总领事 J。Jamieson再访孙中山。

３﹐３１（二，一五）

（１）王宠惠、顾维钧、王正廷应曹锟邀赴保定（王等并向曹疏通罗案）。

（２）孙中山任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总司令。

（３）日本制定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以庚子赔款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

４﹐１（二，一六）孙中山之秘书陈友仁代孙宣布外交政策，盼英美给以财政援助，用英美

专家从事建设。

４﹐２（二，一七）参议院开议不信任张绍曾内阁案，经审查后改为弹劾案。

４﹐３（二，一八）

（１）孙中山之大元帅府由滇军司令部迁士敏土厂。

（２）广州沈鸿英军复回驻观音山。

（３）北京政府以刘冠雄为闽粤海疆防御使，洪兆麟为广东陆军第三师师长，李易标（沈鸿

英部）为广惠护军使，申葆藩为钦廉镇守使。

４﹐４（二，一九）四川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部自罗江经石祁间道趋成都城外，四川总

司令刘成勋及熊克武讲和，由第九师长刘文辉任成都卫戍司令，维持治安。

４﹐５（二，二０）湖南各界外交后援会成立，共产党人郭亮主之。

４﹐６（二，二一）

（１）四川第二军杨森，北军第十八师卢金山，第十八混成旅赵荣华等占领重庆，第一军退

向遂宁。

（２）第十二师长周荫人入福州。

４﹐７（二，二二）

（１）上海对日市民大会执行委员会议决对日经济绝交大纲。

（２）李烈钧率所收编之陈炯明军移闽边，林虎退驻赣南，许崇智军即驻潮汕。

（３）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为林祖涵）派夏曦、刘少奇（均共产党员）为湖南第一、第二

分部筹备主任。

４﹐８（二，二三）

（１）北京政府以顾维钧继黄郛署外交总长。

（２）【海筹】舰长许建廷自青岛开上海，联合高昌庙海军宣布赞成联省自治，拒孙传芳入

闽，推林建章为领袖，自行独立（受浙江卢永祥援助）。

（３）松花江决口，淹毙三千余人。

４﹐９（二，二四）众议院开议不信任张阁案，议员互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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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二，二五）

（１）曹锟一再派人请美国商人供给毒气（传奉方已制造毒气）。

（２）直军增防山海关热河，奉直形势紧张。

（３）桂军沈鸿英得吴佩孚接济，所部集中粤北之新街韶关，密图攻击广州。

（４）张作霖电孙中山，否认图谋复辟之说（时汪兆铭已到奉天）。

（５）孙中山以张开儒为大本营参谋长（蒋中正辞）。

４﹐１１（二，二六）

（１）参议院通过不信任张阁案。

（２）孙传芳率军抵福州。

（３）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率军抵成都，推邓锡侯为联军总指挥，共抗熊克武、赖心辉。

（４）湖南省议会以长沙大公报批评省宪，勒令停刊。

４﹐１２（二，二七）安徽和县兵变。

４﹐１４（二，二九）

（１）章炳麟联络孙中山、唐继尧、刘成勋、熊克武、赵恒惕、谭延闿、刘显世驻沪代表，

发表联名通电，表示连合对直系武力政策为自卫的行动。

（２）广州广东工会联合会之【劳动周报】出版。

（３）兰辛石井协定废止（休士埴原 Hughes-HaniharaNote换文取消）。

４﹐１５（二，三０）

（１）丁文江驳２﹐１４张君劢之讲演。

（２）孙中山覆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伐须稍待，盼先转移舆论，极力宣传吴佩孚之恶。

（３）天津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废止中日二十一条。

（４）张绍曾赴保定晤曹锟，商对广东、奉天问题，并恳维护内阁，曹令改组。

４﹐１６（三，一）

（１）沈鸿英在新街就任广东督理职，所部李易标等分路进攻广州，滇军杨希闵等御之。孙

中山令褫职。

（２）美公使舒尔曼连日与外交总长顾维钧及冯玉祥等谈克门案。

４﹐１７（三，二）

（１）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刘恩源向英汇丰银行接洽三千万垫款五万万大借款，由该行经理转

新银行团。

（２）厦门臧致平对孙传芳宣告独立（臧为卢永祥系）。

４﹐１８（三，三）

（１）王宠惠自上海赴海牙国际法庭，就法官职，并代表北京政府赴广州与孙中山接洽，拟

任孙为全国兵工督办，杨天骥持张绍曾信同行，劝孙中山取消名义，前来北京，共谋和平统

一。

（２）安徽殷恭先部新安武军十二营遣散（新安武军共四十营，为张勋定武军之一部，复辟

失败，改为新安武军，归倪嗣冲，至是全裁）。

４﹐１９（三，四）

（１）广州之沈鸿英军被滇桂粤军击败，退新街江村。

（２）刘显世任贵州省长。

４﹐２０（三，五）

（１）北京政府特派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陆宗宇为肇阳罗镇守使，邓本殷为琼崖镇守使，

尹骥、李云复、赖世璜、苏世安、杨坤如、翁式亮为广东陆军师长（洪等均陈炯明旧部，大

都已受李烈钧等收编。此令用意在制孙中山）。

（２）蒋中正自上海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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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本同意与苏俄举行第三次会议。

４﹐２１（三，六）

（１）杨希闵等败沈鸿英军，占新街。

（２）英公使马克瑞到保定晤曹锟（商借款事）

。

（３）黎元洪咨请国会查照总统选举法注意准备（时曹锟左右力谋黎去）。

４﹐２２（三，七）

（１）吴佩孚五十岁生日（阴历），各方显要到洛阳祝贺者数百人。

（２）肇庆桂军师长陈天大驱走沈鸿英军张希栻（翌日张又占肇庆）。

４﹐２３（三，八）北京政府任王永泉兼建安护军使，周荫人兼泉永护军使。

４﹐２４（三，九）北京政府任江西第九混成旅旅长邓如琢为南雄镇守使（时邓奉吴佩孚令

出兵助沈鸿英）。

４﹐２５（三，一０）

（１）众议院全院委员会退还参议院不信任内阁案，待报告大会施行（张绍曾纳贿运动之结

果）。

（２）日代办谒黎元洪，力言奉直不可再战。

（３）北京代表王宠惠、杨天骥到广州（不得要领而去）。

（４）粤军第一师李济琛部占清远，沈鸿英子荣光败走。

（５）粤军陈策、周之贞等攻肇庆沈鸿英部张希栻，不利。

４﹐２６（三，一一）

（１）北京军警领袖冯玉祥、王怀庆、陆锦、薛之珩、聂宪藩等百余人包围国务院索饷，勒

令财长刘恩源出立笔据，限下月分发一月份经费。

（２）北京阁议承认日本正金银行代发债券。

（３）英、美、法、日新银行团代表与北京财政总长刘恩源商借款及外债问题。

（４）滇粤桂联军击退沈鸿英及北军邓如琢于银盏坳（是日曹锟电沈与林虎洪兆麟合力进攻

广州）。

４﹐２８（三，一三）

（１）黎元洪与众参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商议刘恩源所进行之五万万大借款，三千万垫

款。

（２）四川邓锡侯等部经潼川趋遂宁，进攻川东之熊克武，熊部亦分路进攻（邓部旋败）。

（３）派邓萃英等为万国教育会代表。

４﹐２９（三，一四）曹锟通电否认对奉备战（翌日张作霖亦声明未备战，均系受英美日之

警告）。

４﹐３０（三，一五）

（１）吴佩孚因张克瑶旅援粤不力，加派江西方本仁、岳兆麟为后路援军。

（２）滇粤桂联军力破沈鸿英军于军田银盏坳，进占源潭。

（３）美公使舒尔曼到保定，与曹锟谈克门案。

（４）赵恒惕通缉毛泽东。

５﹐１（三，一六）

（１）北京国民大会，主张推倒张绍曾内阁。

（２）北京国务会议，阁员互相指责卖缺。

（３）滇军胡若愚抵泸州，援熊克武。

（４）苏俄电孙中山，愿随时予以必要援助。

（５）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五一节告工友】书，鼓动打倒军阀曹锟、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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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全国总工会。

（６）长沙大罢工（共产党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所策动）。

（７）安徽定远兵变。

５﹐２（三，一七）

（１）众议院大会通过再将不信任张阁案交全院委员会审查。

（２）广东滇粤桂军攻下琶江，沈鸿英大败。

（３）四川杨森军自重庆进占合川铜梁。

（４）绥远兵变。

５﹐３（三，一八）

（１）张绍曾、李根源在阁议席上主下令讨伐粤省，备就命令，送总统府，黎元洪拒不盖印。

（２）孙中山覆张作霖书，如能助军费七十万元，李烈钧、谭延闿两军即可回赣湘。

（３）日政府训令驻华代理公使，劝告中国息争。

（４）阿富汗代表帕拉他扑到北京，商恢复中阿关系。

（５）公布商标法。

５﹐４（三，一九）

（１）北京学生再起驱逐彭允彝，毁其住宅，彭控北京大学教职员蒋梦麟等主使，蒋亦控彭

诬陷。

（２）英、美、法、日四使面告张绍曾，如直奉再战，即不考虑借款，并建议双方军队撤退，

划定中立区。

（３）北京政府褒奖邓如琢援粤功。

５﹐５（三，二０）

（１）察哈尔都统张锡元为张家口美侨克门案亲到美使馆谢罪。

（２）天津保定派阁员吴毓麟等三人拒不出席国务会议。

（３）以杨树庄为海军练习舰队司令。

（４）山西五台兵变。

５﹐６（三，二一）

（１）晨二时五十分，津浦路北上快车在山东临城被土匪孙美瑶等（张敬尧旧部）截劫，中

外乘客三百余人（内外人十九名，另妇女七名均释放）悉被掳往匪巢抱犊崮（即所谓临城案）。

（２）美公使舒尔曼自济南电曹锟，并晤山东督军田中玉，要求立即营救临城被掳外人。

（３）陕西巡防二路统领郭金榜因纵兵殃民，被处死刑。

（４）滇粤桂军占英德。

（５）顾颉刚等之中国古史论辨开始。

５﹐７（三，二二）

（１）北京外交团（公使团）因临城劫车案，向北京内阁总理张绍曾及外交交通总长严重抗

议，要求立即营救被掳外人，严剿鲁匪，共同调查，张均应允。

（２）曹锟电复美公使，已令山东军民官，营救被掳外人，并派兵前往临城。

（３）孙中山大元帅任叶恭绰为财政部长，郑洪年为次长，廖仲恺为广东省长，调徐绍桢为

内政部长，谭延闿为建设部长（叶、郑均梁士诒系）。

５﹐８（三，二三）

（１）因临城劫车案，黎元洪下令议处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并命迅将被掳人员先

行设法救回，所有军事地点文武官吏将先撤职，听候查办。

（２）临城被掳美人 RobertAllen，RowlandRinger获释。

（３）财政总长刘恩源以军饷问题，出京走天津。张绍曾内阁又辞职。

（４）驻日使馆人员，因被留学生逼迫，联合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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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三，二四）

（１）外交团限北京政府三日内全数救出临城被劫外人，逾限依时要求赔偿。

（２）比、义、美、日、西、英、法、荷八国要求以金币付庚款，北京政府咨众议院请公决。

（３）叶举在惠州转粤军总指挥通电攻击孙中山，率东江陈炯明旧部向广州进攻，同时林虎、

洪兆麟等袭攻潮汕许崇智军，黄大伟召集旧部助林虎（黄与许前在福建冲突，转与陈结）。

（４）袁祖铭奉吴佩孚命率黔军入川助杨森。

５﹐１０（三，二五）

（１）滇粤桂军占韶关，沈鸿英退始兴南雄（孙中山大元帅即调桂军刘震寰等赴东江）。

（２）美公使舒尔曼到南京晤齐燮元，商营救被掳外人。

５﹐１１（三，二六）

（１）北京以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

（２）广东李耀汉攻江门，援西江之沈鸿英军。

（３）孙中山下令通缉黄大伟。

５﹐１２（三，二七）

集枣庄，与临城劫车匪首孙美瑶之代表议赎放外侨，允撤退抱犊崮包围，收编土匪（时反直

系各派拟利用土匪与直系为难）。 （１）山东督军田中玉、交通总长吴毓麟、徐州镇

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及各国领事，均

（２）叶举率熊略、杨坤如、练演雄分三路攻石龙，进窥广州。

（３）熊克武入成都，邓锡侯退新繁，陈遐龄退雅安。

（４）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议决设立中国国民党青年同志会（由邵力子主持）。

（５）刘恩源辞，以张英华署财政总长（时倒阁运动正盛）。

（６）唐山兵变。

５﹐１３（三，二八）广东桂军刘震寰夺回博罗。

５﹐１４（三，二九）

（１）外交团照会外交部要求立即增派军警保护津浦及京汉铁路客车，并由外交团派人随车

视察。

（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再至广州，劝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５﹐１５（三，三０）

（１）英人中国协会上海分会年会，主席马凯演说，主由外国借款中国，监督裁兵，外人管

理主干铁路，办理护路警察。

（２）法使催北京政府速以金佛郎付法庚款。

（３）林虎攻占广东梅县。

５﹐１６（四，一）

（１）外交团会议为临城案，准备在大沽口举行海军示威（５﹐１８美使电国务院反对，以

将有损中国声威，助长匪之气焰，英法公使亦具同感）。

（２）外交团照会外交部严催速设法救回被掳外人。

（３）临城劫车匪首孙美瑶拒绝官方招抚条件。

（４）众议院全院委员会通过不信任张绍曾内阁案。

５﹐１７（四，二）

（１）总统府顾问安特生（美人）进入抱犊崮与匪首晤商。

（２）美公使舒尔曼自上海过临城北上，晤美国领事及田中玉等代表。

５﹐１８（四，三）

（１）吴佩孚所派之援粤豫军樊锺秀部连在汉口九江哗变。

（２）程潜率粤军师长李济琛、郑润琦及陈策、周之贞攻克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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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９（四，四）广东桂军刘震寰滇军蒋光亮败陈炯明部杨坤如等于博罗。

５﹐２０（四，五）

（１）孙中山大元帅召程潜自西江返广州，以为东江总司令。

（２）熊克武军占川北绵阳，川东杨森军进至安岳遂宁。

（３）冯玉祥聘请黄郛、王正廷、熊希龄、蒋方震为所部军官演讲。

（４）国民党北京支部总干事李大钊组织之北京【青年国民俱乐部】成立（实为共产党组织）。

５﹐２１（四，六）

（１）山东督军田中玉、交通总长吴毓麟自临城到北京，报告官匪交涉情形，曾入匪巢之安

特生同行。

（２）北京以王永泉为兴泉永护军使，周荫人为闽北护军使（命王部退出延平，移驻闽南）。

（３）廖仲恺请马林协助计划国民党改组。

（４）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开会。

５﹐２２（四，七）

（１）包围抱犊崮之第五师郑士琦部撤退三英哩（匪表示如不撤退，即不商谈，并将于今日

枪决被掳外人二名）。

（２）北京任命李宗仁为桂林镇守使，贲克昭为柳庆镇守使，陆云高为浔梧镇守使，韩彩凤

为龙州镇守使，陆福祥为百邑镇守使。

（３）滇桂粤军范石生、刘震寰、李福林部（一万五千人）进攻惠州之杨坤如、熊略（次日

占飞鹅岭）

。

５﹐２３（四，八）

（１）京津航空开始。

（２）交通部与日本东亚兴业会社订立南浔铁路借款五百万日元。

（３）广州军械厂爆炸。

５﹐２４（四，九）

（１）中国国民党为临城事件电公使团，谓此案全在不裁兵不统一之故，希望对于北京政府

之承认互予撤消，并予中国人民以另行建设全国公认之政府机会。

（２）外交团令临城各国领事警告匪首，如被掳外人因故而发生不幸后果，匪首将以生命负

其责任。

（３）北京陆军部火起，参战借款证据一部被焚。

５﹐２５（四，一０）

（１）陈炯明部林虎、洪兆麟攻入潮安、汕头，许崇智西退。

（２）张家口事件（克门案）全部照美方要求解决（顾维钧谋藉此以缓和临城案）。

５﹐２６（四，一一）

（１）山东临城劫车匪首覆各国领事，绝不危及外人生命，愿接受政府合理条款，并即释放

被掳美人密勒评论报鲍惠尔下山商谈。

（２）北京阁议，曹派阁员吴毓麟、高凌霨、程克指责总统府自定国会制宪经费，不经国务

会议，违背责任内阁精神，其中定有黑幕（旬前黎元洪应国会议长吴景濂等之请，与张绍曾

等商定由海关建筑经费项下每月拨制宪经费十七万元，以四个月为期，曹锟派认黎元洪此举

在见好国会，运动蝉联总统）。

５﹐２７（四，一二）

（１）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向总统黎元洪索饷。

（２）进攻惠州之桂军刘震寰部失利。

５﹐２８（四，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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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财政总长张英华进行关税公债盐余库券，并反对总统府所筹制宪及公使领事经费

（借此反黎）。

（２）英公使马克瑞香港提督法乐阅冯玉祥军操练。

５﹐２９（四，一四）

（１）孙中山任命林云陔为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为副行长。

（２）陈炯明部熊略袭占博罗。

（３）直系代表王承斌、陆锦，奉系代表孙烈臣、于冲汉及调人李际春在山海关举行奉直联

欢会。

５﹐３０（四，一五）

（１）陈炯明军熊略进窥石龙，广州震动，孙大元帅督杨希闵、蒋中正败之。

（２）四川杨森军占领资州。

（３）北京以李济臣帮办河南军务。

５﹐３１（四，一六）

（１）广东海军谋变，孙中山下令免温树德海军总司令职，改委各舰长，由大元帅直接指挥。

（２）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上海商会代表黄金荣（法租界巡捕房总探长）

等与匪方代表郭其才、刘武刚会谈。

（３）冯玉祥连日向国务院索饷。

（４）日本任命芳泽谦吉为驻华公使。

６﹐１（四，一七）

（１）长沙人民与日轮【武陵丸】搭客冲突，日军舰【伏见】号水兵登岸，枪杀三人，伤四

十余人。外交后援会当即议决罢工罢市罢学，与日本严重交涉。

（２）北京外交团为临城劫车案，由七国组织武官团，赴枣庄视察，陆军部派梁上栋同行。

（３）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入抱犊崮，与匪首商谈，温世珍同行。

（４）孙中山到石龙督师，御陈炯明部。

（５）东南大学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以名誉博士学位。

６﹐２（四，一八）

（１）北京阁议以冯玉祥系之薛笃弼代陶立为崇文门税务监督，黎元洪因总统府经费关系，

拒不盖印，内阁对总统府所筹制宪经费亦借口手续不合，退回税务处。

（２）孙美瑶随陈调元下山，招抚条件商妥，被掳外人先后释出六名（５﹐３１二名，本日

四名）。

（３）西江沈鸿英部邓瑞征、冯葆初自梧州反攻肇庆，孙大元帅令魏邦平往援。

６﹐３（四，一九）

（１）湖南省政府向日领事抗议，要求惩凶道歉抚恤撤退日舰。张特立（国焘）于共产党之

【劳●周刊】抨击解散广州盐业工会。

６﹐４（四，二０）北江沈鸿英部联合北军方本仁及陈炯明部谢文炳占韶关，滇军杨池生师

后退。

（２）广东滇军朱培德、胡思舜夺回博罗。

（３）孙中山任熊克武为川军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四川省长兼川军总司令。

（４）农商总长李根源自上海过南京北返，齐燮元与商曹锟继任总统事。

（５）长沙又到日军舰二艘（自汉口来）。

６﹐５（四，二一）湖南省政府宣告长沙戒严，并保护日人。

６﹐６（四，二二）

（１）张绍曾内阁因津保派阁员吴毓麟、高凌霨、程克、张英华之胁迫，全体辞职（辞呈中

指摘黎元洪借拨制宪经费等事违法。此为迫黎去职之第一步），张即赴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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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美公使舒尔曼电国务院，反对外军占领津浦铁路，但可商请中国聘用外籍视察（英法

主监管中国铁路）。

（３）长沙日侨多停业，日领事亦准备离湘。

６﹐７（四，二三）

（１）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借口

内阁已辞，嗾使军警官佐五百余人向总统府索饷（迫黎去位之第二步）。

（２）黎元洪为内阁辞职事通电辩白，并派陆军次长金永炎，农商次长刘治洲赴津挽张绍曾。

（３）黎元洪与顾维钧颜惠庆及参众两院议长会商。

（４）四川赖心辉及熊克武军（第二混成旅张冲、刘伯承）攻占资中，败杨森。

６﹐８（四，二四）

（１）黎元洪拟以顾维钧商组阁。

（２）北京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散发诋毁黎元洪传单。

（３）北江沈鸿英及谢文炳占英德。

（４）湖南省政府解散外交后援会，重行改组，通缉郭亮。

６﹐９（四，二五）

（１）冯玉祥、王怀庆等推颜惠庆组阁，迫黎交出政权，警察总监薛之珩令全城警察罢岗，

撤去黎之守卫，断其电话（迫黎去位之第三步）。

（２）冯玉祥、王怀庆照会各国公使，声明负责维持秩序，保护外人权利。

（３）外交团照会外交部，对军警罢岗表示关切，并由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面见黎元

洪。

（４）驻外各使联合电告政府，再不给费，将于７﹐１一齐下旗回国。

６﹐１０（四，二六）

（１）北京警察因外交团干涉，复岗，惟仍索饷。

（２）冯玉祥、王怀庆部军官向黎元洪宅索饷，所谓【国民大会】亦包围黎宅鼓噪。

（３）黎元洪邀宴名流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王家襄、吴景濂、汤漪等商时局，

并电曹锟、吴佩孚，询办法。

（４）孙大元帅函叶恭绰，请尽力解决财政困难。

（５）滇桂军二次总攻惠州未下。

（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

６﹐１１（四，二七）

（１）北京军警官佐及所谓公民团继续围困黎元洪宅。

（２）黎元洪为北京军警滋闹不已，函参众两院报告。

（３）许崇智率粤军数千自汕头到广州。

（４）日本因长沙事件，派四驱逐舰来华。

６﹐１２（四，二八）

（１）冯玉祥（陆军检阅使）王怀庆（北京卫戍司令）向黎元洪辞职（迫黎去职之第四步，

同时并有兵变说）。

（２）黎元洪以军警流氓滋闹辱迫，王怀庆、冯玉祥联名辞职，再电曹锟、吴佩孚，质以不

应坐视，并询如何处置。

（３）临城官匪条约由美人安特生与匪方孙桂枝签字，匪首孙美瑶任旅长，被掳外人均放出

（此为安特生个人行动，但已获得曹锟保证）。

６﹐１３（四，二九）

（１）黎元洪因冯玉祥等之辱迫下令：

一、免国务总理张绍曾职，以李根源继任总理，金永炎继陆军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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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裁撤各省巡阅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接管理。三、自明年起

裁废全国厘金。

四、讨伐毁法乱政，发纵指使之人。

（２）黎元洪离北京走天津（下午一时半），临行将总统印玺交其妾黎本尼携往东交民巷法

国医院（是即所谓逼宫）。

（３）直隶省长王承斌率军包围黎元洪于天津车站，迫令向国会辞职，将总统印玺交出，通

电由国务院摄政，声明临行所发命令无效（是即所谓截车劫印）。

（４）颜惠庆、顾维钧连日与美公使舒尔曼晤谈。

（５）福建督理孙传芳离闽赴天津，有所活动（时孙有受安福系鼓动图赣说）。

６﹐１４（五，一）

（１）黎元洪被迫将总统印玺交出，并签字于王承斌代拟之辞职等电文，始得回天津寓所（被

困十余小时）。

（２）黎元洪在天津租界发电声明，辞职由国务院摄政通电，非出己意，离京在自由行使职

权。

（３）北京国务员高凌霨、程克、吴毓麟、李鼎新、张英华宣告摄行总统职权（高等排张绍

曾）。

（４）外交团指派英、美、法、日、义、比、荷七国公使组织临城案委员会，决定向中国要

求赔偿，保障惩办。

（５）上海美国公会及商会电美政府，主暂停华盛顿会议给予中国之利益，裁减中国军队，

外人监督中国财政，派外兵驻防各要地，暂停退还庚子赔款。

（６）湖北应城土匪雷老么大掠市镇，掳男女百余人及义教士。

６﹐１５（五，二）

（１）部分国会议员离京，准备移地开会（是日高凌霨等致送留京议员端阳节敬，每人五百

元，领取者四百余人）。

（２）曹锟通电，总统已辞职，应听国会依法解决。

（３）七国临城案委员会议决由外交团派员分赴匪乱省区视察，改组特别护路警察，由外员

管理。

（４）胡汉民自上海回抵广州，任大本营总参议，伍朝枢任外交部长。

（５）中国共产党之【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出版（第一期为国际共产号）。

６﹐１６（五，三）

（１）参众两院联合会通过十三日以后黎元洪所发命令无效，赞成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权。

（２）黎元洪在天津咨国会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依法征求同意，未到任前暂由李根源兼署

（原文倒填十三日）。

（３）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在法国里昂与国民党驻法总支部部长王景岐商定，该团周恩

来、任卓宣、李富春、聂荣臻、蔡畅等八十余人，均加入国民党。

（４）苏俄通知日本，任命越飞为日俄会议代表。

（５）孙中山任蒋中正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６﹐１７（五，四）孙中山巡视北江。

６﹐１８（五，五）

（１）北京外交部告领袖公使，以瑞典人曼德将军训练全国路警。

（２）北江沈鸿英、谢文炳军攻占英德。

６﹐１９（五，六）

（１）黎元洪致函公使团，声明其职权未经国会确当解免，任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

并另函参众两院，驳斥其６﹐１６之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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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国会议员褚辅成、王用宾、丁惟汾、田桐、杨永泰、汤漪、锺才宏等百九十余人宣言

否认６﹐１６两院联合会之决议。

（３）英国向美国建议由各国一致要求组织铁路警察由外员指挥。

（４）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议决共产党之活动应集中于国民革命运动之发

展，承认国民党为中央，协助加强国民党在工人农民中之影响（陈独秀、瞿秋白与张国焘、

蔡和森、毛泽东之间有争论，张等较激进，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支持陈、瞿，时党员四百二十

人，出席代表三十人，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总书记及政治局主席、党报编辑委员会主席仍

为陈独秀，政治局常务委员为李大钊、罗亦农、彭述之，组织部长蔡和森，宣传部长彭述之，

职工部长赵世炎，农民部长瞿秋白，妇女部长杨之华）。

６﹐２０（五，七）

（１）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之中心力量，及国

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惟须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

（２）吴佩孚在洛阳开时局会议（吴反对此次北京政变，本日王承斌云吴电曹锟于最短时间，

促成选举，但吴否认）。

（３）七国临城案委员会议决要求免山东督军田中玉、兖州镇守使何锋钰及津浦铁路有关人

员之职。

（４）四川熊克武、赖心辉军占领永川，杨森军退向重庆（吴佩孚令鄂黔军往援）。

（５）开封兵变。

６﹐２１（五，八）

（１）苏俄派往广州之军事顾问，A。I。
Cherepanov，VladimirPoliak，NikolaiTereshatov，YakovGerman，PauelSmolenstov 抵北京

（Poliak，German于１０﹐６到广州，Cherepanov，Tereshatov于１９２４﹐１﹐２５续到，

担任黄埔军官学校顾问，Smolenstov留北京）。

（２）孙中山调东北滇军赴北江增援。

（３）长沙日人擅捕江岸散步学生，诬以投石及断日船缆绳，并迫往保学生之交涉司科长，

用书面证实。

（４）北京摄政内阁通过高徐顺济铁路改订正约。

（５）日本派川上俊彦为日俄会议代表。

６﹐２２（五，九）陈炯明自香港抵汕头。

６﹐２３（五，一０）

（１）上海总商会发表告全国国民宣言，自本月十四日起不承认曹锟、高凌霨等因僭窃政权

对内对外之行为及其有代表国家资格。

（２）摄政内阁下第一道命令，上署大总统令，下注国务院摄政代行，由高凌霨、吴毓麟、

李鼎新、程克四人署名。

６﹐２４（五，一一）临城被掳诸人全释。

６﹐２５（五，一二）

（１）摄政内阁因临城劫车案免兖州镇守使兼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职。

（２）四川杨森得黔军袁祖铭之助，连占荣昌永川，败熊克武、赖心辉军（此后双方相持于

内江）。

６﹐２６（五，一三）

（１）孙中山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军总司令。

（２）四川颜德基师脱离杨森，响应熊克武进攻万县，为鄂军所败，退忠州。

（３）北京清紫禁城景福宫大火，焚屋百三十余间，损失千万元（疑有人纵火，以内中古物

被窃颇多，思借此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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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７（五，一四）

（１）浙督卢永祥通电赞成国会迁地制宪（一作６﹐２３，时唐绍仪拟在浙设政府）。

（２）陈炯明自潮汕率军援惠州，姚雨平进行之孙陈和议破裂。

（３）孙中山移驻北江，讨沈鸿英。

（４）抱犊崮匪首孙美瑶部改编为山东第十一旅，孙为旅长，周天松、郭其才为团长（７﹐

８点验完毕）。

６﹐２８（五，一五）

（１）北江滇粤军败沈鸿英军。

（２）北京财政部与日本兴业、朝鲜、台湾银行订立借款八百万日元。

（３）日俄第三次会议预备交涉在东京开始（日方代表为川上俊彦，俄为越飞）。

６﹐２９（五，一六）

（１）孙中山大元帅发表对外宣言，斥责北方军阀行动，要求各国勿承认北京政府。

（２）罗文干案二次宣告无罪，即保释。

６﹐３０（五，一七）

（１）英政府向美日提出【补救中国乱局办法】

，主采取坚决联合行动：一、在中国举行海军示威，增加华北驻军。二、如中国不允设置由

外员统辖之铁路警队，列强应考虑驻军条约口岸，占领京津铁路，其费用由中国负担。

（２）湖南省长赵恒惕免沅陵镇守使蔡巨猷职，调任讲武堂监督（蔡与广东谭延闿相结，并

截留自滇黔入湘之鸦片）。

（３）粤军第一师（张发奎团）败谢文炳，克英德。

７﹐１（五，一八）

（１）共产党之【前锋】杂志及【新学生】分别在上海广州创刊（北京有李大钊之【政治生

活】）。

（２）北京派施履本往长沙调查６﹐１事件。

７﹐２（五，一九）

（１）曹锟通电赞成和平统一（国会议员牟琳代拟，谋促成孙中山曹锟联合）。

（２）浙江自治大纲起草完毕。

７﹐３（五，二０）

（１）天津日侨决议对排日运动取紧要的自卫的直接行动。

（２）湖南宝庆镇守使兼第五混成旅长吴剑学，衡州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长谢国光（均拥谭

延闿者）接受孙中山大元帅任命。

７﹐４（五，二一）广东滇粤军败沈鸿英，克韶关（谢文炳部走湘南，由湘省收编）。

７﹐５（五，二二）

（１）广九铁路火车被劫，掳去乘客七十余人。

（２）许崇智部闽南讨贼军何成浚、孙本戎、张贞得臧致平助，占广东饶平（７﹐７占浮山）。

７﹐７（五，二四）北京国会议员主孙（中山）

曹（锟）联合开南北和平会议，派王湘赴上海疏通南下议员。

７﹐８（五，二五）上海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商联曹锟问题（

此系孙洪伊主张，７﹐１１再度会商）。

７﹐９（五，二六）

（１）孙中山电上海中央干部会议及孙洪伊，断然与曹锟决绝。

（２）闽南讨贼军总指挥何成浚及臧致平等迫潮汕，攻洪兆麟、黄大伟等。

（３）美国复英国６﹐３０建议，不赞成海军示威，似可考虑撤销对北京现政府之承认，英

保留对新政府之承认方法以对中国施以压力（日本亦不赞成英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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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０（五，二七）

（１）国民党籍之国会议员发表告别北京宣言（自北京赴上海者三百九十七人，意在拆曹锟

台）。

（２）北京摄政内阁以王克敏继张英华署财政总长。

（３）北江沈鸿英军退入江西。

７﹐１１（五，二八）

（１）香港英籍华人何东爵士主由列强召集督军会议，裁兵谋和。

（２）林虎、洪兆麟、黄大伟击退进攻潮汕之何成浚军，李烈钧部赖世璜、苏世安两旅叛归

林虎。

（３）西江桂军沈鸿英部邓瑞征、冯葆初等为魏邦平所败，退封川。

（４）孔祥熙、宋子文晤冯玉祥于北京。

７﹐１２（五，二九）

（１）山东各团体力争中英威海卫交涉。

（２）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中正辞职离粤（７﹐１４孙中山派杨蓁代理）。

７﹐１３（五，三０）

（１）蔡巨猷奉孙中山命在湘西独立，诋斥自治，赵恒惕出兵讨伐，长沙戒严。

（２）杨森部黔军周西成部受石青阳策动响应熊克武，袭击重庆南岸（７﹐１７一度占领江

北）。

（３）全国学生联合会、工会、商会发起【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在北京成立。

７﹐１４（六，一）南下国会议员二百余人在上海举行集会式。

７﹐１５（六，二）

（１）湖南赵恒惕电孙中山及西南各省，请组联省政府（同时又与吴佩孚相结）。

（２）曾琦在巴黎召开【旅法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与共产党人冲

突。

（３）清帝宣统因宫内大火嫌疑，驱逐全体宫监。

７﹐１６（六，三）

（１）广东滇军杨希闵以张开儒、金汉鼎、杨蓁谋夺滇军总司令，师长杨池生、杨如轩（金

汉鼎、黄毓成系）因有通北嫌疑，被杨希闵驱逐，孙中山大元帅下令免张开儒湘粤联军总司

令职，通缉金汉鼎、黄毓成，废滇军总司令，任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朱培德为直辖一、

二、三、四军军长。

（２）孙中山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

（３）湘西蔡巨猷委田镇藩、刘叙彝、周朝武为三路讨贼司令，进攻长沙。

７﹐１７（六，四）驻华日公使芳泽谦吉到职，未递正式国书（

以其国书系致黎元洪者）。

７﹐１８（六，五）

（１）粤军第一军梁鸿楷部（李济琛之第一师邓演达团）入梧州与桂军旅长黄绍竑（雄）联

合，逐走沈鸿英部冯葆初（先是黄受沈鸿英委为旅长，今年春，以白崇禧之劝说，受孙中山

委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

（２）陈炯明驻河源援惠州。

７﹐１９（六，六）

（１）国民党总务部长彭素民函覆里昂中法大学王景岐，允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

但须在国民党主义之下活动。

（２）孙中山派李济琛兼西江善后督办。

（３）日使芳泽致文外交部，通知抵任，即访问次长沈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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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长沙日商复业。

７﹐２０（六，七）

（１）湖南师长宋鹤庚、鲁涤平，镇守使谢国光、吴剑学调和湘西问题，反对用兵，谋倒赵

恒惕（赵拟辞职）。

（２）北京摄阁任王汝勤为长江上游总司令。

（３）外交部通知日使请早日呈递国书。

７﹐２１（六，八）

（１）黔军周西成部射击重庆下游美国军舰，美国军舰还炮（周部退綦江，走黔边）。

（２）广东袁带、陈永安在香山起事，助陈炯明。

７﹐２２（六，九）曹锟因王克敏及外交系颜惠庆、顾维钧之疏通，发电促国会制宪（先宪

后选）。

７﹐２３（六，一０）

（１）顾维钧就北京摄阁之外交总长。

（２）陈炯明系粤军林虎、洪兆麟、黄大伟败臧致平、何成浚等于闽南平和、诏安，进攻漳

州。

７﹐２４（六，一一）

（１）顾维钧向日本使馆通知就任（翌日退还，要求改书公使姓名）。

（２）王克敏因反直系势力之阻难，辞财政总长。

（３）福建王永泉军败何成浚之讨贼军，占莆田仙游。

（４）吴佩孚通电响应曹锟促国会制宪之主张。

（５）孙大元帅任林森为建设部长，未到任前由叶恭绰代理。

７﹐２５（六，一二）

（１）熊克武就孙中山大元帅所委之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并调委各军官长。

（２）湖南团长十七人通电拥护省宪，服从赵恒惕，讨伐蔡巨猷。

（３）福州海军练习舰司令杨树庄奉杜锡珪令，进攻厦门，陆战队旅长杨砥中率军同行。

７﹐２６（六，一三）

（１）谭延闿受孙大元帅令回湘，联合蔡巨猷讨赵恒惕。

（２）孙大元帅赴石龙，命滇军蒋光亮、范石生等阻西进陈军，许崇智、李福林进攻淡水。

（３）安徽督理马联甲到南京与齐燮元商浙江军事（直军王承斌部有南下攻浙说）。

（４）日使芳泽因未递国书，顾维钧就外交总长时，不以公使看待，颇为愤激，双方各宣布

文件自辩。

７﹐２７（六，一四）

（１）苏俄代表团通告北京外交部，撤回越飞，以加拉罕为远东总代表。

（２）冯玉祥在北京旃坛寺检阅使署召集阁员、名流、军警长官、津（王承斌，曹锐系）保

系要人，谋改组内阁，排去张绍曾，由颜惠庆、顾维钧、王克敏执政。

７﹐２８（六，一五）

（１）北京任刘湘为四川清乡督办（拟利用刘湘收拾川局）。

（２）谭延闿到湖南宜章。

（３）美国复英国照会，尚不能赞成其６﹐１９建议。

７﹐２９（六，一六）山东各省反对梁如浩所定之中英威海卫草约。

７﹐３０（六，一七）

（１）盛传直系将对浙江用兵，苏浙均调动军队。

（２）福建王永泉部高义、杨化昭攻占泉州，闽南讨贼军总指挥何成浚退安溪。

（３）杨树庄海军、杨砥中陆战队占领金门，舰队进入嵩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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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杨森等推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

（５）英籍香港商人何东爵士致书颜惠庆、顾维钧，主召开全国领袖会议，共商相安之方，

孙中山、黎元洪已表赞同，请向北方领袖进言。

７﹐３１（六，一八）

（１）张作霖委张焕相兼中东铁路地亩局长，沿路地亩管理权定明日接收。将该局文件封锁，

并向北京四国公使报告。

（２）东京日俄预备交涉结束。

８﹐１（六，一九）

（１）中东铁路俄国局长及道胜银行代表抗拒张焕相接收该路地亩局，哈尔滨英、法、美、

日领事助之。

（２）王承斌、曹锐等至保定晤曹锟，主吴景濂组阁。

（３）臧致平袭击围攻厦门之海军舰队，炮伤数舰。

８﹐２（六，二０）

（１）汪兆铭、章士钊及卢永祥之代表邓汉祥拟集各省代表作反直系运动（唐绍仪、岑春烜、

章炳麟所发起）。

（２）北京双桥无线电台开始与世界通电。

（３）日使芳泽以国书副本送外交部（８﹐２及８﹐３顾维钧与芳泽互访）。

（４）苏俄远东代表加拉罕离莫斯科东来。

８﹐３（六，二一）美法公使向外交部抗议接管中东铁路地亩局。

８﹐４（六，二二）摄阁以颜惠庆任财政整理会会长。

８﹐５（六，二三）

（１）蒋中正在上海晤张继、汪兆铭及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

（２）林文宇、鲁涤平等湘潭会议，调和谭（延闿）赵（恒惕）之争。

（３）万县兵变。

８﹐６（六，二四）

（１）段祺瑞对日本记者谈话，将领导反直系运动。

（２）沈鸿英军及北军方本仁进攻韶关（十七日复为滇军赵成梁师击败）。

、黄以霖、黄炎培、史量才等在上海筹议，决向两省军政长官进行和平公约。 （３）

苏浙平和协会发起人张一

８﹐７（六，二五）谭延闿到衡州宣告就任孙大元帅所委之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军总司令职，

委宋鹤庚、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猷、陈渠珍为军长，陈嘉佑、张辉瓒等为司令。

８﹐８（六，二六）

（１）反直系议员刘楚湘等电请黎元洪南下。

（２）粤军林虎、刘志陆攻占闽南漳州。

８﹐１０（六，二八）

（１）领袖公使葡使符礼德以十六国临城案通牒交顾维钧，提出赔偿、保障（编组铁路警察，

由洋员监督）、惩办（撤田中玉等）三项要求及剿匪问题。

（２）越飞离日本返俄。

８﹐１１（六，二九）

（１）英、法、日、美四使照会外交部，对江浙军事行动，提出警告，声明不得已时将在上

海或其附近取自卫手段。

（２）英、法、日、美四使照会外交部，劝告妥为处理中东铁路地亩局问题（义使寻亦加入）。

（３）摄阁任林锡光为甘肃省长。

８﹐１２（七，一）林虎、黄大伟及王永泉分自漳州、同安进攻厦门，臧致平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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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七，二）汉口银行公会议决在宪法未成，正式政府未产生前，禁止各银行投资于

任何军阀。

８﹐１４（七，三）

（１）摄阁以张弧继王克敏署财政总长（津系之力）。

（２）山东省议会宣布郯城、八里港为匪洗劫，死千余人。

８﹐１５（七，四）

（１）江苏督军齐燮元签字于苏浙和平公约。

（２）四川杨森部旅长贺龙（原为湘西土匪）在酆都叛（受石青阳运动）。

（３）武岳车被匪劫二次。

（４）湖北天门土匪焚掠皂市镇二千余家，公使团向政府责问。

（５）苏俄代表加拉罕抵哈尔滨。

８﹐１６（七，五）

（１）蒋中正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由上海赴俄（８﹐１９抵

大连）。

（２）共产党彭湃领导海丰农民占据县城，要求减租，被陈炯明部师长锺景棠击散（彭湃旋

投附陈炯明）。

（３）全国学生总会评议会在广州举行。

（４）北京改派陈箓为国际联合会代表。

（５）北京铜元票挤兑。

８﹐１７（七，六）

（１）浙江督军卢永祥省长张载阳签字于苏浙和平公约。

（２）广东滇军夺回南雄。

８﹐１８（七，七）

（１）苏俄代表加拉罕到奉天，即与张作霖晤洽。

（２）孙中山函嘱在柏林之邓家彦，说德国志士促成提携。

８﹐１９（七，八）

（１）湖南赵恒惕就护宪（省宪）军总指挥，并委陈渠珍、唐荣阳、唐生智、贺耀组、刘铏、

叶开鑫、杨源浚为七路司令，讨伐谭延闿及蔡巨猷。

（２）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签字于苏浙和平公约。

（３）安徽各团体议制省宪，省长吕调元制止。

８﹐２０（七，九）

（１）外交团讨论临城案，英使主外兵护路，法、美、日等使反对。

（２）沈阳英、美、法、日领事与张作霖商中东铁路地亩局问题，张表示无意没收该路财产。

（３）黔军周西成联合川军汤子谟、颜德基等再袭重庆（血战七日，被袁祖铭击退）。

８﹐２１（七，一０）海军杨树庄等再攻厦门，占领金门。

８﹐２２（七，一一）王正廷派代表赴奉天，促苏俄代表加拉罕进京。

８﹐２３（七，一二）

（１）湖南赵恒惕向护宪军下对谭延闿总攻击令。

（２）孙大元帅再赴石龙，调度东征。

８﹐２４（七，一三）

（１）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召开两院议员谈话会，进行大选（总统选举），以支付预备费贿

议员（每次常会出席议员每人支给百元）。

（２）湖南谭延闿、赵恒惕两军激战，谭军不利，中立派宋鹤庚失指挥能力，即赴汉口（宋

部唐生智、贺耀组均助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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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河南新郑李锐园内大批古物出土。

８﹐２５（七，一四）

（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表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谓加入中国国民党后仍应保存该

团的严密组织。

（２）交通部设铁路警备处，聘瑞人曼德为总教官，以抵制外人护路主张。

（３）鲍贵卿、曹锐商洽直奉和议事。

（４）陈炯明军李易标、林虎、陈修爵三路齐动，攻占飞鹅岭，形势危急（陈得吴佩孚、齐

燮元接济）

。

８﹐２６（七，一五）

（１）赵恒惕部叶开鑫军占衡山。

（２）陈炯明军围攻博罗，许崇智、刘震寰坚守，孙大元帅促广州滇军赴援，不至。

（３）孙大元帅函叶恭绰，请于一个月内筹足三十万元，即可结束东江军事。

８﹐２７（七，一六）

（１）陈炯明军围攻增城，滇军蒋光亮索饷抗命，孙中山改调李福林、吴铁城部赴援。

（２）袁祖铭击退围攻重庆之周西成、汤子谟等，周等退涪州。

８﹐２８（七，一七）

（１）摄政阁员推高凌霨为主席。

（２）孙大元帅委路孝忱为山陕讨贼军总司令。

８﹐２９（七，一八）摄政内阁令各省认真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８﹐３０（七，一九）

（１）北京摄阁派徐州镇守使陈调元为皖、苏、鲁、豫四省剿匪总司令，李传业、张培荣、

王为蔚为副司令。

（２）叶开鑫部蒋锄欧、刘重威两团占衡州，谭延闿退常宁，谢国光退祁阳，吴剑学退宝庆。

８﹐３１（七，二０）

（１）湖南张辉瓒、方鼎英率朱耀华等两团袭占长沙，赵恒惕及夏斗寅旅退醴陵。

（２）冯玉祥索饷未得，即请辞职，财政部立拨十万元。

（３）上海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决定依孙中山指示，对黎元洪来沪不予理会。

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召回莫斯科（此后未再来华）。

９﹐１（七，二一）

（１）袁祖铭就吴佩孚所委之援川前敌总司令。

（２）以朱兆莘继黄荣良任国际联合会代表。

（３）日本东京横滨大地震，死者数十万，华侨被难及被害者亦多。

９﹐２（七，二二）

（１）苏俄代表加拉罕抵北京。

（２）孙中山之代表蒋中正等到莫斯科。

（３）日本权兵卫内阁成立，伊集院彦吉任外务大臣（原首相加藤友三郎卒）。

９﹐３（七，二三）

（１）加拉罕发表宣称，仍以１９１９﹐１９２０两次对华宣言为原则，愿中国日趋富强，

卫护其利益主权。

（２）蒋中正晤苏俄东方部长（列宁病，未晤）

。

（３）上海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决定反对黎元洪以总统名义组织类似政府之一切机构。

（４）黔军周西成三次袭攻重庆（９﹐１０被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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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甘肃固原地震十分钟。

９﹐４（七，二四）

（１）苏俄代表加拉罕于王正廷宴会席上演说，遵守两次对华宣言精神。并指摘美国对华政

策。

（２）摄阁以黄郛署教育总长，袁乃宽署农商总长（原任彭允彝、李根源免职，翌日李、彭

抗议以阁员任免阁员）。

（３）摄阁令筹款二十万元赈日震灾，并令驻日代办慰问。

９﹐５（七，二五）

（１）广州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照会北京外交团，要求摊分关余，并拨还民国九年三月以

后西南应得之积存关余（９﹐７由广州领袖英领事 JamesW。Jamieson转往北京）。

（２）广东南路陈炯明部邓本殷占北海。

（３）蒋中正晤苏俄外长翟趣林。

９﹐６（七，二六）

（１）孙大元帅亲赴博罗前线督师。

（２）谭延闿军再占衡州。

９﹐７（七，二七）

（１）蒋中正晤苏俄共产党秘书长罗素达克及共产国际东方局长胡定康。

（２）北京众议院通过延长议员任期。

（３）湘西蔡巨猷占桃源，唐生智由常德后退。

（４）黔军周西成及川军汤子谟部在四川涪州劫日轮【宜阳丸】，日人二名被杀，二人被掳。

（５）苏俄代表团通知外交部改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全权代表团。

９﹐８（七，二八）加拉罕致电孙中山。

９﹐９（七，二九）

（１）蒋中正晤苏俄陆军部次长司克亮斯克。又晤参谋总长加密热夫。

（２）加拉罕将国书抄送外交部。

（３）黎元洪偕李根源等自天津南下。

９﹐１０（七，三０）

（１）孙大元帅督李福林、卓仁机、杨廷培、邓演达军破陈炯明军，博罗解围。

（２）北京国会开总统选举预备会，每一议员先致送出席费五百元，定十二日开正式选举会

（依法国务院摄政仅限三个月）。

（３）张作霖与美公使舒尔曼商中东铁路地亩局问题，愿妥为处理（张即电朱庆澜暂勿接收）。

９﹐１１（八，一）

（１）蒋中正晤苏俄训练总监彼得禄夫斯克，知红军组织内容。

（２）杨希闵滇军败陈炯明军，克平山（滇军索饷，不肯追击）。

（３）湘西蔡巨猷部占益阳，唐荣阳占常德，贺耀组、唐生智退岳州湘阴。

（４）黎元洪抵上海，偕李根源、饶汉祥、金永炎、陈宧等电请孙中山等，盼共伸正义，解

决时局（黎之南下，上海方面系由唐绍仪、章炳麟、褚辅成等策划，天津方面之安福系亦预

闻其事，国民党则持反对态度，在沪时由帮会领袖黄金荣照料）。

（５）英籍之香港商人何东爵士到上海作和平运动。

９﹐１２（八，二）

（１）北京总统选举会人数不足，一哄而散。

（２）张勋卒于天津，年七十岁。

９﹐１３（八，三）

（１）湖南赵恒惕部叶开鑫、贺耀组军夺回长沙，吴剑学部旅长张湘砥叛投赵恒惕，张辉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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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鼎英、朱耀华退宁乡。

（２）广东西江黄志恒等攻廉州，助陈炯明（吕春荣亦投陈，吕部旅长莫雄离吕独立）。

（３）孙大元帅抵惠州城外阵地。

（４）黎元洪在上海燕广东代表汪兆铭、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珣及川湘滇黔代表

与国会议员，商组政府（枢密院），无结果（黎拟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５）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布告保境安民，严禁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反对黎元洪组织

政府活动）

。

（６）到沪之国会议员开谈话会，张继历数黎元洪罪状。

９﹐１４（八，四）

（１）谭延闿军占醴陵，第二师师长鲁涤平通电主谭赵（恒惕）开和平会议。

（２）四川熊克武、赖心辉军自内江大举南进。

（３）朱培德、吴铁城解增城围。

（４）京兆高碑店地震。

９﹐１５（八，五）

（１）苏俄代表加拉罕于京报记者邵飘萍宴席上讲演，主中俄亲善，先行复交。

（２）北京任命川军邓锡侯、陈国栋、唐式遵、潘文华，黔军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为师

长。

９﹐１６（八，六）

（１）孙中山电覆加拉罕。

（２）蒋中正参观苏俄陆军学校，毕业生游行纪念。

（３）广东广宁、山东濮县地震。

９﹐１７（八，七）

（１）孙中山致书函覆加拉罕，说明蒋中正使命，并盼加拉罕前来广州。

（２）蒋中正参观苏俄步兵团，并与马林商谈。

（３）四川讨贼军第一路、第三路吕超、石青阳猛攻泸州。

（４）北京摄阁通缉漳厦护军使臧致平。

（５）福建督理孙传芳为鄂人所迫，离鄂回闽。

９﹐１８（八，八）

（１）加拉罕与王正廷商中俄会议，要求先行复交（王拒之）。

（２）蒋中正访马林，并参观苏俄步兵。

（３）孙中山之美籍顾问诺门请美国援助广州。

（４）广东沈鸿英部李根澐师降于滇军范石生。

（５）北京吴景濂邻宅发现炸弹。

９﹐１９（八，九）

（１）蒋中正与马林、胡定康会谈，并参观苏俄步兵学校，接见中国留俄学生。

（２）何东致全国国民书，说明和平会议办法，并主各国公使赞助。

（３）广州酒饭茶馆抗筵席捐罢市。

９﹐２０（八，一０）

（１）蒋中正参观苏俄军用化学校，并出席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欢迎会。

（２）孙大元帅到惠州飞鹅岭，部署攻城。飞机队长杨仙逸、鱼雷局长谢铁良、长洲要塞司

令苏从山以水雷失慎及难。

（３）王永泉、王献臣、黄大伟及海军对厦门臧致平总攻击，无效（因各欲得厦门地盘）。

（４）日本陆军中将阪西利八郎、少佐土肥原贤二、使馆参事吉田与北京大学教授陈大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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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朱希祖、张定璜（凤举）、马裕藻、沈尹默等商组【中日学术协会】（１０﹐１４成

立）。

９﹐２１（八，一一）

（１）美使舒尔曼告顾维钧，各国对临城案通牒态度坚决，顾表示免田中玉职困难。

（２）徐树铮自日本返抵上海。

（３）北票铜元票价跌至五折以下，中南等六银行发生挤兑。

９﹐２２（八，一二）

（１）湖南谭延闿、赵恒惕两军在长沙附近易家湾激战，鲁涤平电劝双方停战，在湘潭姜畬

开会议和。

（２）孙中山派汪兆铭赴奉天。

（３）蒋中正参观苏俄高级射击学校。

（４）广州市长孙科遇刺未中。

（５）加拉罕探询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对中俄会议意见。

（６）南下之国会议员在上海续开六月十三日之常会。

９﹐２３（八，一三）

（１）加拉罕函孙中山，介绍鲍罗廷（即 Grugenbery，时鲍已抵北京）。

（２）徐树铮函叶恭绰，论孙中山段祺瑞合作，愿促其成。

（３）熊克武、赖心辉军进迫重庆。

（４）鲁匪范明新窜扰河南西华，掳去英国女教士二人。

９﹐２４（八，一四）

（１）北京外交总长顾维钧驳覆十六国临城劫车案通牒，并说明此案绝非仇外事件，中国政

府已严行剿匪，并已通令各省认真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２）中俄正式会议因王正廷病，未能举行。

（３）蒋中正试乘苏俄飞艇。

（４）孙中山督滇桂军第三次总攻惠州，伤亡颇重。

（５）北军第二十五师（编为两混成旅）到岳州，助赵恒惕。

９﹐２５（八，一五）刘湘自叙州至重庆，熊克武军猛攻（刘湘以调和不成，即助杨森、袁

祖铭军）。

９﹐２６（八，一六）

（１）蒋中正到彼得格勒，参观海军。

（２）有人在保定戏院向曹锟抛掷炸弹，未中。

（３）参议院通过众议院延长任期案。

９﹐２７（八，一七）

（１）北京外交团会议９﹐２４外交部临城案覆牒，不改变８﹐１０要求（又因川湘战事，

拟由外舰组织长江警备舰队）。

（２）蒋中正参观彼得格勒海军大学、海军学校、海军机械学校。

（３）孙大元帅自博罗回广州。

（４）卢永祥通电指斥９﹐１０预选会舞弊，反对选举总统（时上海议员因利诱返北京者颇

多）。

（５）宜昌兵变。

９﹐２８（八，一八）

（１）吴佩孚反对众议院延长任期。

（２）外交团答复广州政府，对关余问题正在考虑。

（３）蒋中正参观彼得格勒海军博物馆、军港、电气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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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９（八，一九）

（１）蒋中正参观彼得格勒军港、战舰、鱼雷艇、潜水艇。

（２）陈炯明系之邓本殷合申葆藩桂军占廉州（围攻已月余，守军吕春荣降，黄明堂败）。

９﹐３０（八，二０）孙中山任命陈友仁为航空局长，郭泰祺为外交部次长。

１０﹐１（八，二一）

（１）张作霖响应卢永祥通电，反对北京非法选举总统。

（２）广州将领杨希闵、许崇智等通电讨伐曹锟贿选。

（３）外交团会商答复９﹐２４北京外交部照会。

１０﹐２（八，二二）

（１）北京摄阁以全权受王正廷办理中俄交涉。

（２）孙中山之特使徐绍桢晤吴佩孚于洛阳。

（３）蒋中正自彼得格勒返莫斯科。

１０﹐３（八，二三）

（１）众议员邵瑞彭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控告高凌霨等为总统选举事向议员行贿，并将证据制

版发布。

（２）北京众议院否决金佛郎案（目的在攻击与此案有关之颜惠庆、王克敏）。

（３）广东许崇智部第四师长张国桢克河源。

１０﹐４（八，二四）

（１）十六国二次临城案通牒，责中国军队剿匪不力，外人被掳案屡起，声明维持８﹐１０

通牒之旨趣及结论。

（２）北京摄阁以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为陆军混成旅旅长（

均冯玉祥部）。

（３）北京国会开宪法会议。

１０﹐５（八，二五）

（１）吴景濂包办之国会开总统选举会，曹锟以重贿当选（每票五千元，出席五百五十五人，

曹锟得四百八十票。是日除美公使舒尔曼外，各国使节均拒不到会参观）。

（２）湖南赵恒惕与谭延闿代表因鲁涤平、刘铏之调停，开和会于湘潭姜畬。

１０﹐６（八，二六）

（１）苏俄代表鲍罗廷偕军事顾问 YakovGerman，VladimirPoliak 自北京经上海到广州（１

２﹐１２任中国国民党政治顾问）。

（２）蒋中正向苏俄外交军部各递意见书一份。

（３）派李家鏊为驻俄代表。

（４）皖人所拟之皖浙和平公约，由两省当局马联甲、卢永祥签字。

１０﹐７（八，二七）

（１）中国国民党宣言，声讨曹锟贿选窃位，并申明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及五权宪法足以制裁

议会专恣及杜幸进惩溺职。

（２）上海国会议员否认北京所议宪法，并提议公宪及国民制宪等办法。

（３）西江陈策合广西讨贼军黄绍竑进攻广西桂平之自治军陆云高（陆荣廷部旅长）。

（４）蒋中正参观莫斯科红军阅兵式。

１０﹐８（八，二八）

（１）北京宪法会议开三读会，通过宪法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制宪事业告毕。

（２）蒋中正与马林商党事。

１０﹐９（八，二九）

（１）孙中山大元帅下令讨伐曹锟，通缉选曹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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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代表吴光新到粤）。

（２）外交团决定在北京政府未接受其临城案要求前，不赴明日曹锟就职后之接待。

（３）孙中山招待鲍罗廷，鲍罗廷强调宣传与动员民众之重要。

（４）蒋中正见孙中山复加拉罕宣言。

１０﹐１０（九，一）

（１）吴景濂等在北京举行公布宪法典礼。

（２）曹锟自保定至北京，就贿选总统职。上海、杭州、南京、芜湖等处人民举行反曹锟大

游行。

（３）孙大元帅电北京外交团，斥曹锟之当选总统为篡窃叛逆行为，请勿作承认赞助之表示。

（４）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开恳亲会，决定改组，并以林森、谢英伯、胡汉民、廖仲恺、杨庶

堪、林云陔、陈树人、孙科等十一人为党务讨论会委员。

（５）上海大学成立，于右任、邵力子任正副校长（于及叶楚伧等创办，瞿秋白任社会科学

系主任，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系主任，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萧楚女、沈雁冰、

郑振铎、施存统、田汉等均曾任教）。

（６）曾琦等在巴黎举行国庆纪念夜会，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示威抗议。

（７）蒋中正在莫斯科对中国学生讲演中国革命历史。

（８）冯玉祥学习俄文。

１０﹐１１（九，二）

（１）孙中山决出师北伐。

（２）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党务讨论会讲【过去党务失败之原因】。

（３）孙中山电令上海国民党本部撤销总理全权代表及总理办公处。

（４）广东滇军蒋光亮闻唐继尧派军入桂，与陆荣廷联合，发起组织讨唐军（曹锟曾以副总

统饵唐）。

（５）曹锟派鲍贵卿李际春等向张作霖谋和。

（６）中国共产党之【上海书店】开幕。

１０﹐１２（九，三）

（１）曹锟仍以高凌霨兼代理国务总理（吴景濂与高相争，同时吴佩孚等则拥颜惠庆）。

（２）浙江卢永祥实行与北京停止公文来往。

（３）曹锟发保护外侨令（为临城案）。

（４）英、美、法、日四使抗议以关余充内债基金。

１０﹐１３（九，四）

（１）奉浙与西南各省驻沪代表汪兆铭（粤）、姜登选（奉）、邓汉祥（浙）、吕苾筹（湘）、

费行简（川）等联合通电讨曹，并拟另组政府。

（２）广州大本营议决，准备北伐讨曹。

（３）广东陈炯明系吕春荣、申葆藩占化州，黄明堂退廉州。

（４）蒋中正在苏俄外交部见孙中山致列宁、托洛斯基、翟趣林书。

（５）南京兵变。

１０﹐１４（九，五）

（１）山东督军田中玉因临城案被迫辞职，以郑士琦督理山东军务（履行外交团之要求）。

（２）湖南鲁涤平袒附谭延闿，阴杀所部团长袁植，朱耀华团即入湘潭，解散袁部，刘铏及

叶琪团加入赵恒惕军。

（３）中日学术协会成立于北京（见９﹐２０条）。

１０﹐１５（九，六）

（１）北京外交总长顾维钧接受十六国二次临城案通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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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北京十三国公使、三国代办晋见曹锟（临城案承认之交换条件）。

（３）广东省长廖仲恺宴鲍罗廷（１０﹐１６外交部宴）。

１０﹐１６（九，七）

（１）公使团不满田中玉被任为上将军，目为失信，顾维钧请辞（寻解决）。

（２）上海美商会召集美国驻华各埠商会联合会议，讨论中国土匪、关税问题，主增加在华

海陆军，由外人管理中国路警，外人组织技术部协助中国管理铁路，各国组织长江联合舰队，

否认中国征收卷烟特税，延期承认撤销在华治外法权案。

（３）吴佩孚、齐燮元、冯玉祥主颜惠庆组阁（王承斌、曹锐因与吴景濂有约，反对）。

（４）滇军胡若愚及石青阳部助熊克武赖心辉攻占重庆，刘湘杨森退垫江万县，黔军袁祖铭

退长寿（旋退川黔边境）。

１０﹐１７（九，八）

（１）鲍罗廷告共产党要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人领袖，稳定国民党实为稳定共产党之工作。

（２）吴佩孚派马济（陆荣廷之婿）赴岳州，主持入湘北军。

１０﹐１８（九，九）

（１）鲍罗廷对记者谈话，谓中国人民正为国家独立，脱离外国掠夺而奋斗，国民党为此一

力量之引导者，如再有军事精神及国民组织，其势力将更为增强，中国劳工之幸福，须待国

民党成功而后实现。

（２）蒋中正接孙中山电，知苏俄对粤已实行援助。

（３）广东围攻惠州之刘震寰军炸毁城垣，惟未能攻入。

（４）北京阁议承认正金银行所得俄发债票（即民二大借款俄国部分之债票，落于正金者）

有效，损亏国家利益一千一百余万镑。

１０﹐１９（九，一０）

（１）孙中山委廖仲恺、汪兆铭、张继、戴传贤、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请孙洪伊即促

李大钊自北京赴沪。

（２）吴佩孚调豫苏皖鲁兵包围驻豫东鹿邑之老洋人部，事泄，该部复叛变。

１０﹐２０（九，一一）

（１）曹锟发表命令，谋和平统一。

（２）湖南议和破裂，湘东大战，鲁涤平实行助谭延闿反赵恒惕。

（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中国青年】在上海出版（邓中夏、恽代英主编）。

（４）周自齐卒，年五十三。

１０﹐２１（九，一二）

（１）蒋中正与俄外长翟趣林谈蒙古问题，无结果。

（２）广东东江滇桂军战事不利，孙大元帅偕俄顾问鲍罗廷亲赴虎门巡视。

１０﹐２２（九，一三）

（１）曹锟以王承斌督理直隶军务。

（２）广东东江林虎再占河源，迫增城。

（３）蒋中正与马林会谈。

１０﹐２３（九，一四）

（１）广州外交部长伍朝枢，再度要求摊分关余。

（２）东江叶举占平山，滇军蒋光亮败退，孙大元帅撤石龙大本营行营。

（３）湖南赵恒惕军在湘东失利，邀马济率北军入长沙，调长沙军队赴前敌助战。

（４）河南老洋人部败张福来军，越过京汉路，西走鲁山。

１０﹐２４（九，一五）

（１）北京政府宣告德国部分中国外债本利二万万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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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孙中山委廖仲恺、邓泽如为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召集人。

（３）孙中山派粤军第四军长梁鸿楷为高雷钦廉各军总指挥。

１０﹐２５（九，一六）

（１）孙中山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

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汪兆铭、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智为候补执

行委员，聘鲍罗廷为顾问，起草党纲章程，办理各地分部登记及召集全国代表大会。

（２）孙中山嘱马伯援转劝冯玉祥加入国民党，相机于北方举事。

（３）吴佩孚部击败鲁匪范明新，救出９﹐２３被虏英教士。

１０﹐２６（九，一七）

（１）北京内阁承认美商合众无线电公司合同，日使坚持日商三井洋行专利权（中、日、美

无线电交涉起）。

（２）北京众议院议长问题起（高凌霨等借此以制吴景濂）。

（３）冯玉祥向财政部索饷。

（４）蒋中正致书俄外长翟趣林，论蒙古问题。

１０﹐２７（九，一八）

（１）改派唐在礼任交通部铁路警备事务督办，扩充路警处职权，以缓和公使团对于护路之

干涉。

（２）孙中山派廖仲恺为筹饷局总办，邹鲁为会办，并任宋子文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伍

汝康为两广盐运使。

（３）广东东江叶举再占平山。

１０﹐２８（九，一九）

（１）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组织党员登记；二、召开全国代表

会议，每省区代表六人；三、１１﹐９出版党务周刊；四、推胡汉民、汪兆铭、张继、叶楚

伧、戴传贤组织上海执行部，派廖仲恺赴上海召集；五、推廖仲恺、孙科、邓泽如为财政委

员。

（２）蒋中正与胡定康会谈。

（３）孙中山任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

（４）陈炯明军洪兆麟占平湖，进攻石龙，滇军蒋光亮溃走，邓本殷、吕春荣自南路窥阳春

阳江。

（５）苏督齐燮元主召集十年选举之新国会。

１０﹐２９（九，二０）

（１）长沙美领事电北京美使馆，请孙中山令谭延闿、蔡巨猷军勿得炮轰长沙（时谭军占长

沙城对河）

。

（２）四川熊克武军攻万县。

（３）蒋中正参观莫斯科发电厂。

１０﹐３０（九，二一）

（１）曹锟向众议院提出孙宝琦组阁，以调解津洛之争（津方主吴景濂，洛方主颜惠庆）。

（２）许崇智、朱培德、李福林军败林虎于博罗东北之柏堂。

（３）广东海军永翔等四舰叛附陈炯明。

（４）蒋中正参观苏俄农村。

（５）北京法使促速决金佛郎案。

１０﹐３１（九，二二）陈炯明军占领惠州飞鹅岭，刘震寰败退。

１１﹐１（九，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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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蒋中正参观苏俄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２）四洮铁路郑家屯至洮南段通车。

（３）河南老洋人匪炽，督理张福来驻许昌督剿。

１１﹐共产国际代表威金斯基（胡定康）到北京，与张国焘谈国共合作问题。

１１﹐２（九，二四）

（１）曹锟宣布新新国会在法律上无效。

（２）赵恒惕得直军马济之助，击退长沙对河蔡巨猷军（外舰阻蔡军渡河）。

１１﹐３（九，二五）

（１）中国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

（２）中国国民党发表告军人书。

（３）陈炯明军迫博罗，孙大元帅再赴石龙督师。

（４）赵恒惕军占湘潭宁湘。

（５）安徽教职员因索薪被省长吕调元殴伤，全体教职员辞职，学生罢课（吕捕管曙东等）。

（６）北京外交团照会外交部，要求按金价折付庚子赔款。

（７）梁启超发起之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于北京（初名松社，设于上海，用以纪念蔡锷）。

１１﹐４（九，二六）国民党人邵元冲到莫斯科，晤蒋中正。

１１﹐５（九，二七）

（１）孙大元帅通牒北京外交团，要求粤海关关余应归广州政府。

（２）陈炯明、林虎部占龙门，攻增城。

（３）湖南旅长唐荣阳复归赵恒惕，进攻常德。

（４）北京众议院因吴景濂议长任期已满，仍强据议长席，互相哄闹。

（５）吉林绥芬张宗昌部兵变。

１１﹐６（九，二八）

（１）吴佩孚派往江西之豫军樊锺秀在南安投归南军，与北方军方本仁战于大庾。

（２）广东东江陈炯明左翼军被击败。

（３）蒋中正参加莫斯科苏维埃革命纪念会。

１１﹐７（九，二九）

（１）赵恒惕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占衡阳，谭延闿军因沈鸿英部袭郴州，退集宜章。

（２）广东交涉员傅秉常照会各国领事，宣布广州省河戒严，外国军舰如欲驶入内河，须于

四十八小时前知照大本营参谋部。

（３）蒋中正参观苏俄革命纪念日阅兵典礼。

（４）吴佩孚反对召集民国十年选举之新新国会，并促办众议院新选。

（５）北京议员组织宪政党（１１﹐１８成立，曹锟系高凌霨等主之，以抗吴景濂）。

（６）臧致平离厦门赴浙江，晤卢永祥。

（７）哈尔滨工联会举行苏俄革命六周年纪念，军警干涉，开枪互击。

１１﹐８（一０，一）

（１）黎元洪自上海赴日本别府（因浙沪当局及国民党之不合作，黎氏组织政府计划失败）。

（２）陈炯明军占博罗，滇桂粤军总退鄂。

（３）河南巨匪老洋人由鲁山突围陷宜阳，掳杀极惨。

１１﹐９（一０，二）

（１）孙大元帅复到石龙，制止各军后退无效。

（２）湖南赵恒惕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占宝庆。

（３）四川袁祖铭之黔军占忠州，断进攻万县之熊克武军后路（

一作１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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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０（一０，三）

（１）法葡公使促于十三日以前解决金佛郎案。

（２）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死（齐燮元及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争委继任人，按徐与齐近）。

１１﹐１１（一０，四）

（１）曹锟以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时津系反吴，拟以王承斌继任，未成），齐燮元为苏

皖赣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王承斌兼直鲁豫巡阅副使，彭寿莘帮办直隶军务。

（２）蒋中正再晤苏俄陆军部次长司克亮斯克及加密热夫，司克亮斯克劝先准备民众组织及

政治工作，俟有基础，方可采军事行动。

１１﹐１２（一０，五）

（１）陈炯明军林虎、刘志陆、洪兆麟、杨坤如、锺景棠、熊略占石龙，刘震寰、许崇智军

溃退，苏俄军事顾问巴夫罗夫阵殁，广州震动，孙大元帅自石滩后退，翌日回广州，电促谭

延闿部来接。

（２）湖南赵恒惕军占永州。

（３）曹锟以王克敏（接近保系）继张弧（津系）署财政总长。

１１﹐１３（一０，六）

（１）北京国立八校代表蒋梦麟等致书苏俄代表加拉罕，请放弃庚子赔款，而以尽数发展中

国教育，并以一部份充国立八校经费（１１﹐１５加氏覆允）。

（２）广州美国总领事 DouglasJenkins照覆交涉员傅秉常，声称美国军舰有自由行动之权（驳

１１﹐７照会）。

（３）冯玉祥与大名镇守使兼旅长孙岳在北京谈时局。

（４）山东匪掳法教士，要求收抚。

１１﹐１４（一０，七）

（１）赵恒惕军占郴州，谭延闿部退粤边，湖南战事结束。

（２）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任杨希闵为滇粤桂联军总指挥。

１１﹐１５（一０，八）

（１）滇军范石生部杨廷培破洪兆麟于石龙，陈炯明军势稍挫。

（２）赵恒惕通缉鲁涤平。

（３）徐州白缨枪会谋攻城劫狱，被击散。

１１﹐１６（一０，九）

（１）鲍罗廷面劝孙中山实行新的农工政策。

（２）孙中山致书日本文部大臣犬养毅，劝日本改变政策，助成中国革命，使其统一独立，

不应附和列强，并盼承认苏俄政府。

（３）苏俄代表加拉罕照会外交部，愿放弃俄国应得之庚子赔款，用作国立八校经费及基金。

（４）蒋中正晤苏维埃主席加里宁。

（５）赵恒惕军西路占桃源。

１１﹐１７（一０，一０）

（１）陈炯明军进攻广州，占领石牌，豫军樊锺秀自韶关抵广州，拒之。

（２）广东南路邓本殷军占罗定。

（３）曹锟以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

１１﹐１８（一０，一一）

（１）杨希闵督滇军朱培德、王秉钧、范石生、粤军许崇智及豫军樊锺秀与陈炯明军林虎、

刘志陆、洪兆麟、杨坤如等激战于广州东郊。

（２）天津【青年国民俱乐部】成立（共产党于树德、于方丹、韩麟符等主之）。

１１﹐１９（一０，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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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鲍罗廷列席，议决：一、三民主义五权

宪法之解释，以孙中山之说为断。二、召集有军事学识党人为学生讲习军事学及党义，并教

练义勇军。三、设立国民党讲习所。四、组织农工及中流阶级状况调查委员会。

（２）蒋中正致书托洛斯基，说明此行使命，并请注意蒙古问题（是日又列席苏维埃大会）。

（３）豫军樊锺秀、滇军朱培德、范石生会同自北江前来之谭延闿湘军击破陈炯明部，广州

解围。

（４）广西讨贼军黄绍竑、白崇禧，败自治军陆云高，占领平南（黄、白部约五千人）。

（５）北京国立八校中之五校教职员因索薪无着，停课。

１１﹐２０（一０，一三）

（１）公使团促交通部，速定护路办法。

（２）北京派王正廷、沈其昌、刘彦赴日本调查华侨因地震受害情形。

１１﹐２１（一０，一四）孙中山任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鲁涤平为湘军总指挥。

１１﹐２２（一０，一五）

（１）北京阁议决定设路警督办处，直隶国务院，由吴佩孚、王承斌各拨军一旅，归督办处

指挥（对公使团表示护路诚意）。

（２）依苏俄要求，驻俄外交代表李家鏊加全权公使衔。

（３）蒋中正晤苏俄教育部长鲁那哈斯基，并访越飞。

１１﹐２３（一０，一六）

（１）孙中山大元帅照会北京外交团，力争广州关余。

（２）广西李宗仁军攻占贵县，败自治军陆云高部（约于是时，李部称【定桂军】）。

１１﹐２４（一０，一七）

（１）湖南赵恒惕军占武冈。

（２）湖南共产党人之湘江学校成立于长沙（湖南自修大学被封）。

１１﹐２５（一０，一八）

（１）苏俄代表加拉罕发表更正一九一九年宣言公文，声明当时并未允将中东路交还中国。

（２）莫斯科第三国际开会，齐诺维夫主席，蒋中正演说中国革命情势。

（３）中国国民党驻欧总支部在里昂成立（由驻法总支部改组），王景岐为执行部长，周恩

来为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

（４）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演讲，主参考俄国革命之方法、组织、训练。

（５）孙中山派叶恭绰携亲笔函往晤张作霖，商对曹吴事（十二月，叶北上，抵上海后先与

汪兆铭、许崇智赴杭州晤卢永祥）。

（６）广州讨贼军黄绍竑与定桂军李宗仁会师桂平，打通梧州上游。

１１﹐２６（一０，一九）

（１）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设【国民军军官学校】，以蒋中正为校长，廖仲恺为

政治部主任，推廖筹备。

（２）广东湘滇桂军夺回石龙，增城解围。

１１﹐２７（一０，二０）

（１）蒋中正晤托洛斯基及外长翟趣林（托氏表示愿以武器经济援助中国革命）。

（２）孙大元帅任命邹鲁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３）广东南路邓本殷军占阳江。

（４）豫匪老洋人窜鄂边，谋入川，攻破李官桥村寨，屠杀四千余人。

１１﹐２８（一０，二一）

（１）蒋中正阅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决议文，深感不满，并于外交部公饯席上有所表示。

（２）赵恒惕封闭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共产党蒋先云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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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北京众议院因议长问题，互相殴打，伤多人。

（４）王克敏裁去财政部盐务署冗员九百余人。

（５）四川邓锡侯、陈国栋到万县，会同杨森等军反攻重庆。

１１﹐２９（一０，二二）

（１）蒋中正离莫斯科东归。

（２）廖仲恺至上海，与各省支党部商国民党改组事。

（３）国民党广东支部党员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呈孙总理，弹劾共产党，指斥陈独秀阴

谋攘夺国民党之权。

１２﹐１（一０，二四）

（１）北京公使团会商制止广州政府截用关余问题。

（２）北京发行使领库券（八厘特种国库券）。

（３）鲍罗廷自广东抵上海。

１２﹐２（一０，二五）

（１）国家主义者曾琦、李璜、何鲁之、李不韪、张子柱等十二人之【中国青年党】秘密成

立于巴黎玫瑰村（十八年九月始对外公开党名）。

（２）孙中山大元帅欢宴湘豫滇桂粤军将领。

（３）英国海军司令 SirA。Levenson到粤。

１２﹐３（一０，二六）北京公使团警告广州政府，如径行收管关余，当以相当之强硬手段

对付。

１２﹐４（一０，二七）

（１）北京财政部决以庚子赔款俄国部分为基金，发库券五百万元发给驻外使领署积欠（１

２﹐６北京学界反对，１２﹐１３加拉罕亦抗议）。

（２）苏俄外长翟趣林致书孙中山，论革命组织与宣传之重要。

１２﹐５（一０，二八）

（１）广州政府答公使团，海关为中国国家机关，截用关余完全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

现再允延期两星期，以待使团解决。

（２）北京公使团令外舰集中黄埔，武力制止截用关余。

１２﹐６（一０，二九）

（１）北京公使团分别建议英法义美日荷比西政府，在中国未允按金价折付庚子赔款前，应

令代管海关税收银行停止付款与中国政府（英美反对，未施行）。

（２）冯玉祥告马伯援（自粤来京），谓近日研究俄事，深感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冯之室

内悬有列宁像）。

（３）北京以于学忠任第十八混成旅长，杨树庄为海军练习舰队司令。

１２﹐７（一０，三０）

（１）孙中山语字林西报记者，说明截留关余决心，但极愿与英国保持友谊。

（２）孙中山电令撤销上海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另组驻沪执行部。

（３）湖南赵恒惕部叶开鑫袭洪江，阻蔡巨猷部入粤。

１２﹐８（一一，一）外交总长顾维钧对于日本地震中杀害华侨案，向日使要求三事。

１２﹐９（一一，二）

（１）顾维钧以英、美、法、义、日舰集中广州，分向各国公使质询。

（２）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演讲国民党改组，用党义战胜，赖党员奋斗。

（３）国民党谢持、张继、戴传贤、居正、丁惟汾、叶楚伧等在上海举行中央干部会议，廖

仲恺说明改组意义（上海方面对容共有疑虑，上月一再会议）

（４）蒋中正自俄抵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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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吴佩孚部葛应龙在岳州召集绅商，运动湖南投北。

１２﹐１０（一一，三）公使团照覆顾维钧，谓派舰开赴广州为制止夺取海关税款。

１２﹐１１（一一，四）

（１）公使团电广州领事团，不便处理关余问题（１２﹐１３领事团转知广州政府）。

（２）曹锟以马联甲兼安徽省长，蔡成勋兼江西省长。

１２﹐１２（一一，五）

（１）许崇智离粤赴沪。

（２）曹锟以李济臣署河南省长。

（３）南京东南大学大火，图书仪器教室大部被烧。

１２﹐１４（一一，七）

（１）冯玉祥告马伯援，谓决心革命，稍待当有举动，请转告孙中山。

（２）刘湘、杨森、袁祖铭、邓锡侯及北军再占重庆，熊克武、赖心辉、石青阳部退往永川

乐昌（刘等分路追击至安岳、遂宁、中江一带），胡若愚之滇军、周西成之黔军南退。

１２﹐１５（一一，八）

（１）蒋中正自俄国回抵上海（即以对俄对党对军意见书上孙中山，候其裁复，当日回奉化。

此行印象不佳，不以联俄容共为然）。

（２）上海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办理结束（１２﹐７孙中山电令撤销）。

１２﹐１６（一一，九）

（１）广州公民大会，力争粤海关关余。

（２）法、英陆战队在广州沙面登陆。

（３）赣浙和平公约由两省当局签字。

１２﹐１７（一一，一０）温树德率在粤舰队，由汕头北归吴佩孚。

１２﹐１８（一一，一一）

（１）众议院开会，吴景濂系议员谋以金佛郎案攻击高凌霨，通过孙宝琦内阁，与反对派议

员互殴，并令院警拘禁检察厅之检察官，闭门投孙阁同意票。

（２）江西第三旅旅长高凤桂投归广州政府。

１２﹐１９（一一，一二）

（１）临城劫车案收抚之匪军旅长孙美瑶被兖州镇守使张培荣诱斩（孙部旋被解散）。

（２）广州外交部长伍朝枢令粤海关税务司解交本年度关余，否则撤职。

１２﹐２０（一一，一三）

（１）高凌霨强行撤换众议院院警。

（２）高凌霨代阁因吴景濂系议员之攻击，提出总辞职，曹锟慰留。

（３）广州外交部因广州税务司易纨士未于两星期交付关余，再提三条件（发表宣言十二条），

如不遵行，将以撤换税务司为对付。

（４）汉口日租界巡捕房发生诬指华役行窃，非刑伤毙情事，酿成交涉。

１２﹐２１（一一，一四）吴景濂携众议院印信潜赴天津，北京地方检察厅对吴妨碍公务、

毁坏文书提起公诉。

１２﹐２２（一一，一五）

（１）参议院成立查办黄郛、王克敏两阁员案，即交付审查（因金佛郎案）。

（２）赵恒惕因湘西蔡巨猷部收编未成，对湘西下总攻击令。

１２﹐２３（一一，一六）

（１）鲍罗廷在上海会晤国民党中央干部。

（２）沈鸿英部自湘桂边袭据广东连州（１２﹐２６进占阳山，旋为湘军鲁涤平逐退）。

１２﹐２４（一一，一七）孙大元帅发表截留关余宣言，指斥列强干预之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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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５（一一，一八）

（１）汉口市民因日捕房虐杀华仆案未解决，开反日大会。

（２）粤军第三师郑润琦克罗定。

１２﹐２６（一一，一九）

（１）外交总长顾维钧驳覆法、义、比、日、英、美、荷、西八国公使２﹐２４及１１﹐１

３照会（用金佛郎即按金价付庚子赔款要求）。

（２）冯玉祥向财政部索饷。

（３）曹锟派李彦青（锟之嬖幸）为平市官钱局督办。

（４）闽、皖、苏向浙边增防，战事谣言极盛。

１２﹐２８（一一，二一）

（１）豫匪老洋人陷湖北枣阳，焚杀极惨（１２﹐３１复返豫境）。

（２）广东海防司令陈策部入香山，朱卓文逃。

１２﹐２９（一一，二二）

（１）日本政府发表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官制。

（２）驻日公使汪荣宝与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务局长开始会谈，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外文化

事业问题（１２﹐３１及１﹐８续谈）。

１２﹐３０（一一，二三）

（１）总税务司安格联令广州税务司拒绝孙中山截留关余之要求。

（２）孙中山致书美国国民，指责美国军舰干预截留关余之不当。

（３）孙中山催蒋中正来粤，商中俄合作办法及时局问题。

（４）广东李福林、金章等在香港商孙中山陈炯明联合事。

（５）叶恭绰自沈阳抵上海。

１２﹐３１（一一，二四）

（１）孙中山在广州青年会讲演，不再寄望于西方国家。

（２）赵恒惕部叶开鑫师攻占湘西洪江，蔡巨猷退贵州。

（３）曹锟第三妾之卫队在丰台车中殴打路员，伤及稽察英人。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２４──中华民国十三年甲子

１﹐１（一一，二五）

（１）北京政府下令各省区改选众议院议员（因此引起议员之倒阁运动）。

（２）叶恭绰自上海致书孙中山，报告赴奉经过（１﹐３由廖仲恺携往广州，胡汉民、汪兆

铭亦往）。

１﹐２（一一，二六）广州英美领事（DouglasJenkins，MaxwellM。Hamilton）提出解决关

余办法（此系美公使舒尔曼之调停，将关余作治河之用，孙中山大旨赞同。舒氏至自云南）。

１﹐３（一一，二七）

（１）顾维钧照会加拉罕，要求交还库伦、恰克图。

（２）叶恭绰致书杨宇霆，否认孙中山运动元首之说，孙愿以让段祺瑞。

１﹐４（一一，二八）广州国民党要人及反直系代表集议组织建国政府，推孙中山为总统，

团结反直势力，进行北伐，拟于二月一日成立（旋以恐碍对段祺瑞、张作霖之合作，复因滇

军范石生及在沪之许崇智反对，遂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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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一一，二九）

（１）孙中山大元帅因滇军蒋光亮部第四师师长王秉钧、第三军参谋长禄国藩通敌，免职查

办（１﹐３），王部由前敌回广州，要求收回成命（１﹐１８改以朱世贵为师长）。

（２）温树德所率舰队驶入青岛。

（３）英公使马克瑞到洛阳，晤吴佩孚，参加阅兵礼。

１﹐６（一二，一）孙中山告美国公使舒尔曼及广州美国总领事（DouglasJenkins），盼美国

协助召开全国军人会议，以谋统一（舒尔曼等未有具体答复）。

１﹐７（一二，二）

（１）北京政府任申葆藩为钦廉护军使，苏廷有为高雷镇守使（

邓本殷不满）。

（２）教育部诰诫各校，整饬学风。

（３）日本青浦内阁成立，松井庆四郎任外务大臣。

１﹐８（一二，三）

（１）杨宇霆致书叶恭绰，说明拥段祺瑞为元首原因，张作霖无意副座。

（２）孙中山派范石生、朱培德、李福林、张国桢等为禁烟会办。又任命曲同丰为北洋招讨

使。

（３）湖北省长汤芗铭因不能到任，辞职，由萧耀南兼任。

１﹐９（一二，四）

（１）北京众议院通过孙宝琦组阁案。

（２）王正廷致函加拉罕，为维持中俄友好，必须以１９１９宣言为基础，先订立正式协议，

撤退外蒙俄兵，解决悬案。

１﹐１０（一二，五）伍朝枢劝孙中山，勿用总统称号，孙首肯。

１﹐１１（一二，六）

（１）杨宇霆再函叶恭绰，谓张作霖完全知孙中山真意，毫无误会（孙中山表示愿让元首与

段祺瑞）。

（２）广州滇军第四师（王秉钧部）围攻第三军军长蒋光亮司令部（旋降陈炯明）。

１﹐１２（一二，七）

（１）曹锟准张绍曾、高凌霨等免职，以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外交顾维钧，内务程克，财政

王克敏，陆军陆锦，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薛笃弼代），教育范源廉（未就，２１以张

国淦继），农商颜惠庆，交通吴毓麟。

（２）曹锟以高凌霨为税务处督办。

（３）孙中山与美国芝加哥报记者胡特谈话，盼美国号召召集中国和平会议。

（４）豫匪老洋人在河南郏县被部下所杀。

１﹐１４（一二，九）闽南王永彝部勒种鸦片，激成民变，惠安人民数千被杀。

１﹐１５（一二，一０）

（１）加拉罕电孙中山，祝贺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苏俄对于中国人民为自由与独立之

奋斗，表示友爱同情（１﹐２３收到）。

（２）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瞿秋白、鲍罗廷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１﹐１８决

定）。

（３）伍朝枢函告叶恭绰，孙中山暂不称总统，现正积极准备北伐，盼于财政上设法。

（４）特派吴佩孚督办直鲁豫汽车道路事宜。

１﹐１６（一二，一一）

（１）蒋中正自上海到广州。

（２）沙市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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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一二，一二）

（１）加拉罕覆王正廷，撤退外蒙俄军须保证俄之边境安全。

（２）孙大元帅免陈策海防司令职，以冯肇铭继。

（３）吴佩孚悬赏十万元，令攻下成都。

１﹐１８（一二，一三）

（１）王正廷宴加拉罕，商中俄会议。

（２）中日委员会开议青岛盐田问题。

１﹐１９（一二，一四）

（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预备会，廖仲恺报告中国国民党改组要点，

在修改党纲，订定党章。

（２）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电叶恭绰，广州组织政府事，不与对段、张合作主旨违反。

（３）叶恭绰致书杨宇霆，论孙、段合作及广州之会，谓真相尚待查明。

（４）齐燮元等通电主民国十年所选议员有效（意在利用之以获得副总统）。

１﹐２０（一二，一五）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在广州开会，出席代表一百

六十五人（三十一人缺席），总理孙中山主席，秘书长刘芷芬，指定胡汉民、汪兆铭、林森、

谢持、李大钊为主席团，下午续开，孙总理讲【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晚讲【主

义胜过武力】，指定宣言审查委员九人，林森说明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原案通过。

１﹐２１（一二，一六）

（１）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主席林森，指定党务审查委员九人（

谭平山、廖仲恺、谢持等），孙中山讲【民生主义之说明】，谭平山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

经过。

（２）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宣言，主张人民集结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打倒直系军阀，扫

除帝国主义在华既得权利。

（３）苏俄革命首领列宁卒。

１﹐２２（一二，一七）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指定谢持、谭平山、丁惟汾、孙科、李大钊、

廖仲恺、汪兆铭、戴传贤、居正、于右任、张知本、邓泽如、萧佛成、何世桢、茅祖权等十

九人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通过【纪律问题】及【海关问题】。

１﹐２３（一二，一八）

（１）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由主席指定戴传贤、胡汉民、冯自由、李大钊、叶楚伧等九人为

宣传问题审查委员，通过大会宣言（首述中国现状，次及国民党之主义及政纲。鲍罗廷力主

没收大地主土地，宣布中国国民革命与苏俄或其它被压迫民族为一联合阵线，共同反抗帝国

主义，为孙中山所拒绝）。

（２）福建督理孙传芳，拒签闽浙和平公约。

１﹐２４（一二，一九）

（１）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上海代表何世桢提议禁止党员加入他党。

（２）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电贺英国工党内阁。

（３）孙中山电覆苏俄代表加拉罕贺电，申明完成辛亥革命事业。

（４）孙中山派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俞飞

鹏等为委员。

１﹐２５（一二，二０）

（１）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电莫斯科吊唁列宁之丧。

（２）苏俄顾问 N。Tereshatov，A。I。Cherepanov到粤。

（３）四川杨森会同田颂尧部大破熊克武军，占领潼川（熊部赖心辉不肯力战）。

１﹐２６（一二，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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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学生会等团体开会追悼列宁。

（２）北京外交部照会公使团，催覆１９２２﹐１０﹐２６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照会（一作１

﹐２０）。

１﹐２７（一二，二二）

（１）孙中山在广州高等师范开始讲演【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至３﹐２共讲六次）。

（２）戴传贤函四川熊克武、石青阳、吕超、吴玉章等，说明国民党改造之意义。

１﹐２８（一二，二三）

（１）孙中山电英国工党内阁首相麦克唐纳，望对中国勿仍视为鸦片战争时代及拳匪时代之

战败国家。

（２）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国民党章程，代表冯自由、方瑞麟提议于党章中规定【本党

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即国民党员同时不得为共产党员），李大钊即说明本人加入国民党，乃

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服从国民党主义，遵守本党章程，绝非

欲将国民党化为共产党，叶楚伧、汪兆铭、廖仲恺等均反对上项提议，结果被否决，惟申明

党的纪律。

（３）广九路工人因滇军殴毙工人罢工。

（４）新任北京内阁总理孙宝琦到洛阳，与吴佩孚商南北统一计划（１９００年吴曾入开平

武备学堂，时孙任总办）。

１﹐２９（一二，二四）

（１）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总理孙中山提出之（一）设法感化并收容游民土匪，（二）

努力于军队中宣传殊遇革命兵士二案，又议决设立海外同志招待所。

（２）加拉罕电谢国民党吊唁列宁之丧。

（３）苏俄代表伊凤阁到洛阳，晤吴佩孚。

（４）孙中山任廖仲恺为大本营秘书长，未到前由谭延闿兼代。

１﹐３０（一二，二五）

（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国民党政纲，推选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为胡汉民、

汪兆铭、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传贤、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

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

叶楚伧、于树德。候补十七人，为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

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

国焘。中央监察委员五人，为邓泽如、吴敬恒、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五人为蔡元培、

许崇智、刘震寰、樊锺秀、杨庶堪。下午闭会即发表宣言，说明三民主义含意（谭平山、李

大钊、于树德、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共产党员）。

（２）曹锟以陆荣廷督理广西军务善后事宜，以林俊廷为钦廉边防督办。

１﹐３１（一二，二六）

（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

（２）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一中全会）在广州开幕：一、推廖仲恺、

戴传贤、谭平山为常务委员。二、中央党部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

青年部、妇女部、军人部、调查部、海外部。三、在北京（李大钊、石瑛、于树德、王法勤、

丁惟汾、于方舟、韩麟符、张国焘等）、上海（胡汉民、汪兆铭、叶楚伧、于右任、张人杰、

沈定一、瞿秋白等）、汉口（覃振、张知本，不久由林祖涵负责）、哈尔滨（居正、张秋白）、

四川（

熊克武、石青阳）设执行部。

（３）四川刘湘、杨森、袁祖铭等占领成都（熊克武东南走内江）。

（４）曹锟以张景惠督办全国铁道事宜（联络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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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英国决定承认苏俄。

２﹐３（一二，二九）

（１）孙中山大元帅令广州善堂以善产为担保，发行军用票五十万元，并任命财政部长郑洪

年兼代广东财政厅长及大本营筹饷总局会办。

（２）孙中山任命蒋中正为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２﹐４（一二，三０）

（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谭平山（

共）、戴传贤、廖仲恺、林祖涵（共）、邹鲁、许崇智、林森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

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军事、海外各部部长（３﹐１以曾醒为妇女部长。又组织部秘书

杨匏安、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秘书彭湃均为共产党员）。

（２）孙中山大元帅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

（３）北京外交团集议金佛郎问题。

（４）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函询英使马克瑞以国际监督中国意见。

２﹐６（一，二）

（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

（２）驻日公使汪荣宝与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务局长出渊胜次订立【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

议】。

２﹐７（一，三）

（１）孙大元帅以杨庶堪为广东省长（为安抚湘滇军）。

（２）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成立，邓培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国焘为总干事。

２﹐８（一，四）

（１）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第一次校务筹备会议（２﹐１０拟定各省区招收学生名额）。

（２）广东共产党彭湃在海丰重组农民会（寻为陈炯明所禁，彭湃去广州）。

２﹐９（一，五）曹锟之武官在北京丰台殴伤英国稽查（２﹐１３英使要求惩凶）。

２﹐１０（一，六）齐燮元、冯玉祥发起之巡阅使督军会议因吴佩孚反对未成。

２﹐１１（一，七）

（１）外交团（荷、比、美、法、义、西、英、日）照会外交部，坚主用金佛郎偿付庚子赔

款。

（２）众议院拟选举副总统。

２﹐１２（一，八）武昌市政筹备处向英商接洽市政借款五千万元。

２﹐１３（一，九）

（１）外交总长顾维钧请美使舒尔曼电美国务卿休士，转商华盛顿会议各国派遣法权调查委

员来华。

（２）温树德部舰队驶入烟台，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电请制止。

（３）【新中国党】成立于旧金山。

２﹐１４（一，一０）

（１）北京国务总理孙宝琦发起和平大会，分电孙中山、张作霖等参与。

（２）福建黄大伟部师长张毅叛投孙传芳。

２﹐１６（一，一二）

（１）北京大学教授四十七人联名函外交总长顾维钧、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请速恢复中俄

邦交（参议员雷殷等亦函顾、王，主无条件承认苏俄）。

（２）孙中山任命蒋尊簋为中央军需总监。

（３）康有为函溥仪之师傅庄士敦（Johnston），请代奏游说陕鄂浙各省赞助复辟经过。

２﹐１７（一，一三）陕西督军刘镇华部与旅长高峻战于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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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一，一四）孙中山派白云梯赴库伦商办党务。

２﹐１９（一，一五）

（１）四川刘湘、袁祖铭自成都赴东路督师，防熊克武及滇军攻重庆。

（２）冯玉祥与北京女青年会干事李德全结婚。

２﹐２０（一，一六）

（１）孙中山派范石生为广东筹饷总局督办，李福林为会办（统一财政），裁撤大本营筹饷

总局。

（２）北京交通总长吴毓麟赴洛阳、南京，疏通吴佩孚、齐燮元因对浙问题（齐主攻浙，吴

反对）及海军问题（吴袒温树德，齐助杜锡珪）之意见。

２﹐２１（一，一七）

（１）王正廷由上海回北京，访加拉罕，表示可先行承认苏俄，阻加赴广州与孙中山接洽。

（２）蒋中正辞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职，离广州返浙（孙中山不准，派邓演达赴浙挽

留）。

（３）北京阁议，对粤事决以武力平服。

２﹐２３（一，一九）

（１）北京政府收买存储天津价值四百八十万元意大利军械，分发直系各军（冯玉祥亦得一

份，李彦青向冯勒索十二万元，始允发给）。

（２）曹锟任邓本殷为琼崖护军使。

（３）中智（智利）商务条约在伦敦签字。

（４）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学校条例，规定大学得设董事会（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反对）。

２﹐２４（一，二０）苏俄与外蒙订赤塔库伦路约。

２﹐２５（一，二一）

（１）王正廷向加拉罕提出解决中俄问题最后草案。加向外交部声明中国政府与道胜银行所

议之变更中东路事件无效。

（２）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推胡汉民为组织部长，汪精卫为宣传部长，于右任为工人农民部长，

叶楚伧为青年妇女部长，茅祖权为调查部长。

（３）清帝溥仪谋自宫中出走，不果（溥仪欲赴英留学，拟先入东交民巷，已与荷兰使馆有

接洽）。

２﹐２７（一，二三）福建督理孙传芳率部出驻延平。

２﹐２８（一，二四）

（１）王承斌、萧耀南以吴佩孚之强迫，辞去师长兼职（由王维城、陈嘉谟继任）。

（２）北京阁议决定四川督理省长边防督办等职，曹锟恐分配不平，未发表（督理刘存厚，

帮办田颂尧，省长邓锡侯，川藏边防督办刘湘，川滇边防督办袁祖铭，川东护军使杨森）。

２﹐２９（一，二五）被免职之广东滇军师长杨池生、杨如轩降于江西方本仁。

２﹐胡汉民建议孙中山，组织【民族国际】，与各国联络，并扶植弱小民族，扩大革命势力

（戴传贤亦作此主张，意在防止第三国际干涉中国革命）。

３﹐１（一，二六）

（１）加拉罕对王正廷２﹐２５草案，提出最后修正案，中俄非正式接洽完毕，决先订立大

纲，再行承认及会议解决悬案细目。

（２）法使傅乐猷严催外交部解决金佛郎案。

（３）奉天航空总办张学良飞抵营口。

（４）孙中山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党员，已对反对容共之刘成禺、冯自由予以解释，

以后不得再起暗潮。

（５）国民党派叶楚伧为上海国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委员长，胡汉民、汪兆铭、瞿秋白、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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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为委员。

３﹐反对容共之冯自由、马君武在北京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

３﹐２（一，二七）蒋中正上书孙中山，陈述对党务粤局主张（

不满广东省长杨庶堪，主以许崇智、胡汉民分长广东军政）。

３﹐３（一，二八）

（１）四川第三军刘成勋进攻川边陈遐龄军，占雅州。

（２）江西各镇守使等电请北京制止孙传芳侵犯该省。

３﹐４（一，二九）四川熊克武袭攻重庆失败，退綦江（时驻内江之赖心辉军拒不相助）。

３﹐５（二，一）

（１）孙中山严令统一广东财政，以后各军长官不得擅行征收杂捐，否则免职治罪，承办奸

商，除没收产业外，一体治罪。

（２）梁士诒自香港赴欧洲。

３﹐６（二，二）福建孙传芳、周荫人驱逐福州王永泉（王走泉州）。

３﹐７（二，三）

（１）外交总长顾维钧电驻美公使施肇基，探询美政府对于中国召集关税会议意见。

（２）孙中山任命陈树人为广东政务厅长。

３﹐８（二，四）

（１）王正廷在国务会议报告中俄交涉情形，顾维钧主慎重。

（２）章炳麟电湖南省议会，劝力护省宪（时吴佩孚正诱迫赵恒惕取消省宪）。

（３）广州纪念妇女节。

３﹐９（二，五）

（１）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即到洛阳，晤吴佩孚。

（２）孙中山开始讲演民权主义（至４﹐２６）

。

３﹐１０（二，六）

（１）顾维钧照会华盛顿会议有关各国公使，商召集关税预备会议（无结果）。

（２）孙大元帅命西江善后处长李济琛移驻梧州（防陆荣廷）。

３﹐１１（二，七）吴佩孚以董政国代陆锦为第九师师长。

３﹐１２（二，八）

（１）法使傅乐猷照会外交部，请注意道胜银行利益，中东路问题之解决须与法国相商（４

﹐１０覆拒）。

（２）福建王永泉离泉州，所部由杨化昭接统。

（３）孙中山裁撤东江、北江商运局。

３﹐１３（二，九）

（１）国务会议主先废止中俄旧约，外蒙俄军撤退后中俄共同制止白党活动。

（２）英使要求改审丰台肇事军官（见２﹐９）

，由英方派员观审。

３﹐１４（二，一０）

（１）中俄协议大纲议定，由王正廷、加拉罕双方签证（３﹐１３夜）。

（２）蒋中正与廖仲恺书论广东党政及对俄问题，指俄党殊无诚意。

（３）戴传贤在上海大学讲演，主联合俄国，反抗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

３﹐１５（二，一一）

（１）北京阁议顾维钧等对中俄协定大纲持异议，命王正廷再与加拉罕商讨修改（关于旧约、

教产、庚款、蒙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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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英使催外部签威海卫条约。

３﹐１６（二，一二）

（１）苏俄代表加拉罕致紧急照会与王正廷，限三日正式签定中俄协议大纲，过此不受协议

约束。

（２）孙中山通告国民党员，服从党之行动，谨守党之政策，严守主义，实行策略，与民同

甘苦，达成改组目的。

（３）山西太原发现倒阎锡山阴谋。

３﹐１７（二，一三）广东禁烟督办杨西岩免职查办（初以邓泽如继之，不就，３﹐２６改

派鲁涤平）

。

３﹐１８（二，一四）

（１）王正廷依阁议决定驳覆加拉罕之紧急照会。

（２）吴佩孚电主从速签订中俄协定。

（３）以高恩洪督办胶澳商埠事宜（吴佩孚所力保，以便筹款）。

３﹐１９（二，一五）

（１）加拉罕二次照会王正廷，声明中俄正式交涉已终结，拒绝修改业经签字之协议，警告

中国政府对中俄将来关系，勿自陷于错误。三日期限已满，苏俄不受协议约束，非无条件承

认苏俄，不能恢复交涉（顾维钧要求加拉罕继续商谈，被拒）。

（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设立农业协会、农民自卫会、佃农联合会。

３﹐２０（二，一六）曹锟令中俄交涉由外交部接收办理。另由国务院通电报告中俄交涉争

点，在取消俄蒙协定、外蒙撤兵及在华俄教堂三事。

３﹐２１（二，一七）

（１）湖南省议会决维护省宪，并请省政府逮捕倡议毁宪之叶德辉。

（２）吴佩孚以杨清臣代张福来为第二十四师师长。

（３）归德兵变。

（４）张家口地震。

３﹐２２（二，一八）

（１）外交总长顾维钧驳俄代表加拉罕十九日照会，谓王正廷仅有谈判及缔结协议权，并否

认列强干涉。

（２）王正廷对国务院二十日通电发电自辩。

（３）曹锟以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驻青岛（海军风潮结束）。

（４）厦门臧致平、何成浚联合王永泉部杨化昭旅攻占漳州。

（５）孙中山任命吴铁城为广东警卫军司令。

（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在上海开会（４﹐１闭会，决定对国民

党态度与策略）。

３﹐２３（二，一九）

（１）吴佩孚四电北京国务院外交部，主及时解决中俄交涉（３﹐２６发第六电）。

（２）湖北樊城兵变。

３﹐２４（二，二０）日使芳泽四次抗议移用胶济路款，供海军月饷。

３﹐２５（二，二一）

（１）加拉罕照会外交总长顾维钧，非先承认苏俄，交涉不能继行（３﹐２７阁议暂不置覆，

令驻俄代表李家鏊向俄外部接洽）。

（２）直隶唐山煤矿坍落，矿工死者五十余人。

３﹐２６（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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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湖南赵恒惕电两湖巡阅使萧耀南，该省军官不赞成取消省宪，请暂缓北附（吴佩孚派

葛应龙、马济迫赵取消省宪）。

（２）孙中山派鲁涤平为禁烟督办，命切实整顿，裁撤原设会办、帮办名目。

３﹐２７（二，二三）国民党宣传部辟赤化谣诼。

３﹐２８（二，二四）以陆洪涛兼署甘肃省长。

３﹐２９（二，二五）

（１）北京学生示威运动，要求中俄早日恢复邦交，苏俄实践其两次对华宣言。

（２）曹锟以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刘文辉为四川师长。

（３）福建北军周荫人占泉州，海军杨树庄迫臧致平交厦门。

（４）外交团抗议各省弛烟禁。

（５）戴传贤劝谭平山，盼共党派牺牲共产党籍，作一纯粹国民党员，谭谓绝不可能，将来

两党总有分离之日。

３﹐３１（二，二七）

（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审查退还庚子赔款余额（此案于１９２１﹐８﹐１１经参议院

通过，以故未能在众议院提出）。

（２）北京内务外交司法三部合议，认外国教堂不动产为永租权。

（３）广东西江善后督办李济琛合广西讨贼军黄绍竑、白崇禧等缴大本营第七军（桂军）刘

玉山部师长陈天泰部械于都城（陈谋夺梧州）。

４﹐１（二，二八）

（１）外交部驳覆加拉罕３﹐２５照会，惟表示承认可将王正廷加拉罕协议为基础，与中国

所争之外蒙撤兵等三点参照修正，或附加换文声明。

（２）北京师范大学等四校学生宣言，督责北京当局，警告苏俄代表促成中俄外交。

（３）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广州成立。

（４）广州大理院院长赵士北主张司法无党，违反以党治国原则，被免职，由吕志伊继任。

４﹐２（二，二九）

（１）孙中山大元帅制止西江将领李济琛等之行动。

（２）法国驻美大使照会国务院，法国并不反对中俄协议，但须保留道胜银行对中东路之权

利。

４﹐３（二，三０）

（１）公使团提出临城劫车案外人损失赔偿三十五万余元（中国主共同调查）。

（２）北京政府派齐燮元兼任导淮督办（以便借款，苏皖豫人反对）。

４﹐４（三，一）孙中山裁撤广东全省船民自治督办（原任督办为伍学熀）。

４﹐６（三，三）梁士诒抵伦敦。

４﹐７（三，四）

（１）公使团会议，决定联合对华办法五条。

（２）熊克武合滇军胡若愚、周西成再袭重庆，为袁祖铭所败（

熊以所部叛离，遂联合川黔边境之汤子谟、贺龙，入贵州遵义、铜仁，刘伯承等寻亦进至，

熊入湘西，刘赴上海）。

４﹐８（三，五）北京以周荫人帮办福建军务。

４﹐９（三，六）

（１）滇粤桂军三路攻击东江陈炯明军（４﹐７开始），克博罗、樟木头、龙门，进围惠州。

（２）北京计议武力收复外蒙古。

４﹐１０（三，七）

（１）公使团复外交部１﹐２６照会，要求以推广租界，改良港口，外人参与华界市政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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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上海会审公廨条件。

（２）北京阁议禁运四库全书出京（原定由商务印书馆影印）。

４﹐１１（三，八）

（１）陈炯明部洪兆麟等进攻闽南之臧致平等。

（２）广州大本营设立法制委员会，戴传贤为委员长（戴于４﹐８自沪抵粤）。

４﹐１２（三，九）

（１）孙中山公布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二十五条。

（２）孙中山任命叶恭绰兼盐务督办，郑洪年兼盐务署长。

（３）印度诗人泰戈尔到上海（４﹐２３到北京，六月赴日本）。

４﹐１３（三，一０）

（１）沈鸿英围攻桂林之陆荣廷军。

（２）北京陆军部卫兵李义元殴打使馆区英美义人（日前李拟登使馆界城墙散步，被英国巡

捕拘捕，转送交所属兵营，遭受责罚，因而怀恨）。

４﹐１４（三，一一）

（１）蒋中正、许崇智自上海赴广州（４﹐２１到达）。

（２）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辞职，以彭素民继之。

（３）广东湘军鲁涤平部克河源。

（４）福建周荫人败杨化昭，占同安。

４﹐１５（三，一二）

（１）吴佩孚赞成齐燮元之苏皖赣鄂豫陕鲁七省联防。

（２）英使马克瑞覆首相麦克唐纳，反对国际监督中国计划。

４﹐１６（三，一三）

（１）海军杨树庄、杨砥中袭占厦门，臧致平合杨化昭走漳州。

（２）桂粤联军克淡水。

４﹐１７（三，一四）公使团及英使馆抗议陆军部卫兵李义元在使馆界殴打英美义人，并要

求观审。

４﹐１８（三，一五）

（１）夏曾佑卒。

（２）孙中山任命邓泽如为两广盐运使。

４﹐１９（三，一六）陈炯明部洪兆麟占漳州，臧致平、杨化昭、何成浚走龙岩（后分道入

赣）。

４﹐２０（三，一七）

（１）班禅喇嘛受英人及达赖喇嘛之压迫，离藏北走。

（２）中国青年党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党员全体大会（五十二人），选举曾琦等为中央执行委

员。

（３）北京陆军部发给美国商人运械护照（计步枪一万枝，机关枪二百五十挺，共价三百二

十八万元，系吴佩孚所购）。

４﹐２２（三，一九）

（１）北京国民大会抗议英使拘押华兵，要求撤换英使。

（２）银行公会联合会年会闭会，宣言希望速开关税会议，整理财政（４﹐１５在北京开幕）。

（３）驻扎四川内江之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投附刘湘。

４﹐２５（三，二二）吉林督军孙烈臣病故（４﹐２８张作霖以张作相继，另以张学良任第

二十七师长）。

４﹐２６（三，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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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蒋中正到黄埔军官学校视事。

（２）北京外交部因英人韦德培漏税殴警，向英使抗议，要求派员观审。

４﹐２７（三，二四）公使团要求赔偿川湘战事侨民损失二百二十余万元。

４﹐２９（三，二六）

（１）吴敬恒函劝陈炯明与孙中山言好（由黄居素、陈秋霖携往汕头，陈部林虎反对）。

（２）直隶督理王承斌请辞（王以所兼之第二十三师长职被夺，不满于吴佩孚）。

４﹐３０（三，二七）北京外交部再照会公使团，促开关税会议。

５﹐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一、中共党员之第一任务为加强共党力量；二、对国民党要

求其支持劳工运动；三、促进国民党赞助土地革命。

５﹐１（三，二八）

（１）广州工人游行庆祝劳动节，孙中山演说反抗外国经济压迫。

（２）教育界及国术团体宣言，反对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理事会（

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务局参赞朝冈健于４﹐１到上海）。

（３）上海租界工部局越界强拆闸北宜乐里房屋。

（４）冯玉祥与颜惠庆谈时局，抨击吴佩孚。

５﹐２（三，二九）王承斌再辞，冯玉祥亦请辞职（时传王、冯与齐燮元联合制吴佩孚）。

５﹐３（三，三０）

（１）孙中山任命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２）美使舒尔曼照会外交部，请保障并履行对中东路之责任。

５﹐４（四，一）

（１）孙中山病。

（２）青岛附近孙百第匪军解散。

５﹐５（四，二）

（１）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三百五十人）入校。

（２）国民党中央党部议决设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３）北洋大学学生请求撤换校长，留教育部不去。

（４）湖北崇阳兵变。

５﹐６（四，三）公使团内部发生暗潮，英、法、美、日拟组四国委员会以图控制使团。

５﹐７（四，四）各地举行对日国耻纪念会。

５﹐８（四，五）孙中山令各军长官严束所部不得包庇设赌。

５﹐９（四，六）

（１）孙中山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代表（一作５﹐１）。

（２）孙中山严禁威远沙角炮台擅向往来船货勒抽费用。

（３）外交部复公使团４﹐１０照会，对所要求条件，允待上海会审公廨管理权交还后磋商。

（４）孙宗先代郑士琦为第五师师长。

（５）华中运动会在长沙举行。

５﹐１０（四，七）

（１）蒋中正呈请任命李济琛为军校教练部主任（副主任兼总队长邓演达），王柏龄为教授

部主任（副叶剑英），戴传贤为政治部主任（副周恩来），何应钦为总教官（教官为钱大钧、

陈继承、顾祝同、沈应时、陆福廷、刘峙等）。

（２）梁敦彦卒于天津。

５﹐１１（四，八）孙大元帅令改编粤军，整顿饷务。

５﹐１２（四，九）

（１）孙中山派梅光培为广东造币厂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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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李剑农任湖南省务院长。

（３）以岳昭燏为驻墨西哥公使，张孝若为驻智利公使。

５﹐１３（四，一０）

（１）汉口律师刘芬（伯垂）、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

普）及许伯昊、周天元、罗汉臣（海澄）等十人被捕，即解往洛阳（

刘芬为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人农人部长，许伯昊为组织部干事，均属共产党，杨德甫兼工人

农人部干事，属国民党。又共产党要人李隆郅即李立三，项德隆即项英，时均在汉口活动）。

（２）孙中山派胡汉民、汪兆铭、戴传贤、邵元冲为军校政治教官。

（３）陈炯明自汕头函覆吴敬恒，说明对孙中山立场。

（４）北京以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周荫人督理福建军务。

５﹐１４（四，一一）

（１）加拉罕发表声明，抨击法美干预中俄关系。

（２）传孙中山病笃。

５﹐１５（四，一二）

（１）蒋中正电覆粤军将领梁鸿楷、李福林、张国桢、李济琛等，盼化除畛域，团结一致，

勿受人挑拨煽诱。

（２）顾维钧宅发现炸弹（传闻与日人有关）。

（３）日使芳泽谦吉与加拉罕间之日俄谈判在北京开始。

５﹐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决定支持国民党左派，积极从事职工运动，发展中共组

织（出席者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沈定一、张国焘等）。

５﹐１６（四，一三）华北运动会在开封举行。

５﹐１７（四，一四）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反共派与共产派发生冲突。

５﹐１８（四，一五）

（１）北京以林虎为广东督理，叶举为广东省长，沈鸿英为粤桂边防督办，洪兆麟为潮梅护

军使。

（２）北京国民对英外交会电英国工党内阁，请放弃不平等条约，撤换公使马克瑞（列）。

５﹐２０（四，一七）

（１）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卒（一作５﹐２４误）。

（２）广州中央军需处总监蒋尊簋辞职。

５﹐２１（四，一八）

（１）孙大元帅移居白云山养病，大本营事务全交胡汉民代理。

（２）北京军警拘捕共产党员张国焘等五人（张昨自上海回京，１０﹐２５获释）。

（３）美国国会通过授权总统续行退还中国庚子赔款（６﹐１３７﹐５５２﹒９０美元，自

１９１７﹐１０﹐１起，第一次在１９０８﹐５﹐２５）。

５﹐２２（四，一九）

（１）外交部参事朱鹤翔密晤加拉罕，商中俄交涉。

（２）第三次全国运动会在武昌开幕（５﹐２４闭幕）。

５﹐２３（四，二０）

（１）广西李宗仁联合讨贼军黄绍竑、白崇禧，电请陆荣廷下野，即由李白两路进攻南宁（李

等趁陆与沈鸿英相持，决先合力讨陆。李正式称【定桂军】总指挥）。

（２）许崇智就任粤军总司令。

５﹐２５（四，二二）长沙美领事函赵恒惕，要求取消外交后援会。

５﹐２６（四，二三）

（１）广州七十二行为反对市政厅抽收铺底捐决定罢市，并召集商团乡团谋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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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孙传芳遇炸。

５﹐２７（四，二四）

（１）北京以杨森为四川督理，邓锡侯为省长，田颂尧为军务帮办，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

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

（２）梁如浩辞督办威海卫接收事宜，由外交部接办。

（３）陶知行、黄炎培等发起平民教育促进会。

（４）胡适再见清废帝溥仪。

（５）５﹐１３在汉口被捕之工人周天元等五人，在洛阳枪毙（

同时被捕之杨德甫即杨德普获释）。

５﹐２８（四，二五）

（１）广西讨贼军白崇禧自桂平贵县进向宾阳黎塘，谋取南宁，自治军林俊廷走钦州（白与

李宗仁、黄绍竑合组定桂讨贼联军，李为总指挥，黄副之，白为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

（２）闽南讨贼军何成浚绕道赣南抵粤北翁源。

（３）川边镇守使陈遐龄被刘成勋迫去。

５﹐２９（四，二六）

（１）闽南臧致平、杨化昭军入江西贵溪，应卢永祥招，向浙江进发。

（２）湖南攸县兵变。

（３）厦门大学学生以校长林文庆解聘系主任数人，罢课反对（

６﹐１学生遭受围殴）。

５﹐３０（四，二七）

（１）日本外务、海军、陆军、大藏四省决定【对支（华）政策纲领】。

（２）九江日清公司码头工人以公司大班推工人落水身死，全体罢工（约五六百人）。

５﹐３１（四，二八）

（１）中俄协议由加拉罕与顾维钧签字成立（俄对中国所争三点让步）。

（２）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宣言，主各国退还庚子赔款，由学者共同办理，脱离政治、外交、

宗教关系。

（３）北京国务总理孙宝琦提出辞职（或传孙洪伊组阁。６﹐５孙宝琦撤回辞呈）。

（４）日公使照会外交部请禁止长沙及各地学生示威运动。

６﹐１（四，二九）

（１）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黄季陆等请中央党部制裁共产党分子之不法行动。

（２）长沙罢市罢工罢课，举行示威游行，纪念去年六一对日事件（北京示威游行被禁）。

（３）臧致平、杨化昭军败赣军于江西弋阳。

６﹐２（五，一）

（１）汉口日商刺杀三华人。

（２）法使代表华俄道胜银行向外交部抗议中俄协议中东路有关事项。

（３）广州制止美商搬运价款未清之军械机器（莫荣新时所购）。

（４）广东省长杨庶堪辞职。

６﹐５（五，四）

（１）公使团覆５﹐９外部照会，允早日开始讨论，并对１９２２﹐１０﹐２６外部所提办

法加以修正。

（２）钱能训卒于北京，年五十五岁（１８７０至１９２４）。

６﹐６（五，五）

（１）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照会外交部，日本对中东路之权益不受中俄协议影响。

（２）外交部与德使签订解决德国赔款及对德债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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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臧致平、杨化昭部大败赣军王庆麟旅于江西玉山。

６﹐７（五，六）

（１）北京各团体连日庆祝中俄协议成立。

（２）巴黎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任卓宣，国民党习文德、张厉生，青年党曾琦、张子柱等订

立新党联络办法，以打倒军阀，抵抗列强为主旨，不得互相攻击（七月，周、任与徐特立、

聂荣臻回国，中共旅欧总支部由邓小平、何长工负责；曾与李璜亦于７﹐２７离巴黎返国）。

６﹐８（五，七）臧致平、杨化昭部由赣入浙境。

６﹐９（五，八）

（１）中德债务及赔款交涉正式换文（即德发债票案）。

（２）北京外交总长顾维钧照会公使团，请将俄使馆交还苏俄政府代表。

（３）中国国民党为北京汉口党员被捕，发表告民众书。

（４）孙中山任命邹鲁为广东大学校长。

６﹐１０（五，九）

（１）上海市民大会电劝日本新首相加藤高明取消二十一条，改变侵略政策。

（２）许崇智奉孙大元帅命促各军移驻广州郊外。

（３）新疆督军杨增新报告枪毙喀什噶尔提督马福兴。

（４）北京以刘存厚为四川陆军检阅使。

６﹐１１（五，一０）

（１）公使团照复顾维钧，关于交还俄国使馆事，须由俄国正式代表向领袖荷公使商请。

（２）英向美、日、法、义交换意见，目前不拟将驻华公使馆升为大使馆。

（３）孙宝琦与王克敏不和，复辞职出京（曹锟袒王）。

（４）日本加藤高明内阁成立，币原喜重郎任外务大臣。

６﹐１２（五，一一）

（１）孙中山大元帅严令驻广州各军十日内移驻郊外，否则缴械遣散。

（２）孙大元帅以廖仲恺为广东省长，陈其瑗为财政厅长。

６﹐１３（五，一二）

（１）孙大元帅任命李济琛为陆军军官学校教练部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戴传贤为政

治部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

（２）孙洪伊系之民治社运动倒孙宝琦内阁。

６﹐１４（五，一三）

（１）东三省各团体通电否认中俄协议。

（２）俄代表加拉罕照会外交部，请互派大使。

（３）英、法、美、日、荷等八国公使先后照会外交部，拒开关税预备会。

（４）驻美公使施肇基照会美国务院，中国政府拟将续退庚款用于教育文化（尤注意于科学

需要），由中美合组董事会管理之（施肇基面询美国务卿休士愿否将美国驻华公使馆升为大

使馆，休士表示无意）。

（５）上海丝厂女工万余罢工，要求改良待遇（６﹐２７解决）。

（６）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６﹐１孙科等制裁共党份子案，张继、

于右任亦晋谒孙中山报告（是晚李烈钧宴张继、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戴传贤、刘成禺、

孙科调解不成，孙中山命俟鲍罗廷返粤再商）。

（７）孙中山任命梁鸿楷为粤军第一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长，李济琛为第一师长，张民达

为第二师长，郑润琦为第三师长。

６﹐１５（五，一四）

（１）鲍罗廷离上海返广州（约于６﹐１８至２２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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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江亢虎之【中国社会党】宣言恢复（明年一月改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

６﹐１６（五，一五）

（１）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孙中山勖勉学生（第一期学生四百九十九名，俄顾问 A。
I。Cherepanov，NikolaiTereshatov，及 VladimirPoliak已于１﹐２５及其前到粤）。

（２）国民党中央设联络部，以胡汉民为部长（一作６﹐１３，先是，胡主组织民族国际，

此部之设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络）。

（３）中俄协议批准公布。

（４）外交部分别照会法、美、日公使，声明中东路问题当由中俄处置，中俄协议亦未损及

各国对中东路权利，可毋庸过虑。

６﹐１７（五，一六）

（１）吴佩孚派马济会同湘军叶琪旅入广西援陆荣廷，本日占全州，进攻沈鸿英军。

（２）国会议员百三十余人发表维持中俄协议宣言。

（３）孙大元帅任命古应芬为经界局督办兼办广东沙田清理事宜。

（４）孙大元帅任命邓演达为军官学校教练部副主任，钱大钧、顾祝同、沈应时、严重、刘

峙等为教官。

６﹐１８（五，一七）

（１）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谢持向孙总理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弹劾共产党。

（２）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发表宣言。

（３）上海领事团强认智利领事在华领事裁判权。

（４）美国军舰十四艘陆续到青岛。

６﹐１９（五，一八）

（１）广州发表农民运动宣言，组织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惟有田百亩以上者，不准加入。

（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张继等弹劾共产党案（连续三日）。

（３）粤海关余拨充西江疏浚费，孙大元帅派林森为广东水利督办。

（４）安南法国总督Merlin 在广州沙面遇刺未中（Merlin 在宴会席上被人投弹，死五人，

伤二十八人，投弹者大概为安南革命党人）。

（５）蒋中正就任粤军参谋长兼职。

（６）臧致平、杨化昭军（约万人）由卢永祥收容编为边防军，以臧为边防军训练处长，杨

为旅长，驻浙西（一作６﹐１４）。

６﹐２０（五，一九）

（１）孙大元帅令谭延闿赴前方督师，以胡汉民兼大本营秘书长。

（２）粤军总司令部筹设讲武堂，训练下级军官。

（３）北京设立中俄会议办事处。

６﹐２１（五，二０）

（１）外蒙古通告俄国政府决行共和，与中国脱离关系。

（２）广西讨贼军白崇禧占宾阳，自治军陆福祥部曾超廷、刘锦华分走迁山、隆山。

６﹐２２（五，二一）

（１）四川万县美籍英商郝荣与苦力（船户）争执，落水致毙（

６﹐１９），英舰架炮示威，迫官方官吏杀船夫会首向国源等二人（

英美两使并向外部抗议）。

（２）鲍罗廷返抵广州，即晋谒孙中山。

６﹐２３（五，二二）

（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孙中山主席。

（２）定桂军总指挥李宗仁及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黄绍竑，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分别通电请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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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廷下野（时李与黄绍竑、白崇禧商定先讨陆荣廷，联络沈鸿英）

。

（３）因国际联盟禁烟会攻击中国烟禁废弛，令各省切实查禁。

６﹐２４（五，二三）

（１）胡汉民、汪兆铭晤鲍罗廷。

（２）定桂军李宗仁，广西讨贼军白崇禧占领南宁，自治军司令蒙仁潜退左江（一作６﹐４

误）。

（３）日本公使覆外交部６﹐１６照会，仍请中国注意中东路事，以免引起不必要之纠纷（６

﹐２５法使亦有相同照会）。

（４）福州大水为灾，全城淹没四分之三。

６﹐２５（五，二四）

（１）广州建国团电请苏俄取消中俄协定。

（２）国民党监察委员张继、谢持与鲍罗廷辩诘共产党问题。

（３）汪兆铭、廖仲恺与陈炯明之代表马育航、邓伯伟会于香港。

６﹐２６（五，二五）

（１）加拉罕为中东路问题发表谈话，抨击美国对华政策。

（２）东三省着匪卢占魁被枪决。

６﹐２７（五，二六）

（１）外交部驳复６﹐１１公使团拒交俄使馆之照会。

（２）加拉罕照会外交部，请速派中东路之华董事。

６﹐２８（五，二七）

（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戴传贤受共产党排斥离粤（一说戴为共产党问题与张继冲突，于

６﹐２２离粤）。

（２）广西讨贼军白崇禧占迁江，自治军陆福祥等走都安。

（３）湖南长沙衡山等处大水为灾。

６﹐２９（五，二八）

（１）蒋中正对军官学校学生讲俄国党员活动之方法及其成效。

（２）孙大元帅授旗广东商团及警卫军。

６﹐３０（五，二九）

（１）国民党以谭平山兼中央常务委员，刘芦隐暂代宣传部长（

代戴传贤），汪兆铭为实业部长（新设），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

（２）加拉罕派安特诺夫赴奉天，进行奉俄交涉。

（３）安徽大安为大刀会徐开森、夏云峰、谢老三所占，自称【

民主救济自治会军】，声言驱马联甲。

（４）孙洪伊至北京（拟组阁）。

６﹐北京上海报纸鼓吹反帝国主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７﹐１（五，三０）

（１）以米振标为热河都统（冯玉祥曾保荐孙岳）。

（２）黄埔军校成立革命军事研究会。

（３）广东南路陈炯明军陈章甫、吕春荣占恩平（７﹐３占开平）。

（４）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对国会演说中国问题。

７﹐２（六，一）北京国务总理孙宝琦辞职照准，以顾维钧兼代总理（孙与财政总长王克敏

为金佛郎案不和）。

７﹐３（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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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邓泽如、张继、谢持弹劾共产党案，议决（１）凡加入国

民党之共产党员，均须遵守代表大会宣言及政纲；（２）发表宣言，推汪兆铭、邵元冲起草；

（３）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４）呈请总理孙中山决定。

（２）国民党宣言反对北京政府诡秘解决德发债票案及私自支配该款四千余万之用途。

（３）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课，彭湃为所长（８﹐２１第一期结业）。

（４）黄绍竑自梧州到南宁（李宗仁、白崇禧克南宁后，定桂军与讨贼军之间颇有意见，黄

来调和）。

（５）北京外交部抗议英舰在万县架炮迫杀苦力案。

７﹐４（六，三）

（１）法使抗议中德协定（德发债票案）。

（２）上海海关查出美船私运军火。

（３）江西、广东、广西水灾。

７﹐５（六，四）

（１）曹锟向众议院提出颜惠庆组阁案。

（２）冯玉祥向北京政府条陈西北边防计划。

７﹐６（六，五）【外蒙古人民政府】对外宣言改为共和国。

７﹐７（六，六）

（１）国民党发表党务宣言，申明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言

论行动能否依该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２）孙大元帅派刘成禺办理湘鄂豫军政，不必过问党事（是日孙对刘说明联俄容共态度）。

（３）孙大元帅任蒋中正兼长洲要塞司令。

（４）广东西江粤军克开平（７﹐９克恩平）。

（５）外交部依加拉罕要求，令上海交涉员迅将俄领事署及俄舰交俄代表。

（６）法使二次抗议中德协定。

７﹐８（六，七）

（１）英、法、日三使抗议广东政府组织征收盐税机关。

（２）广西陆荣廷、沈鸿英议和，抚河以上属陆，以下属沈。

７﹐９（六，八）

（１）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团体在南京开会（７﹐１３议决收回教育权）。

（２）广东湘军师长王都庆叛投林虎。

７﹐１０（六，九）法使三次抗议中德协定。

７﹐１１（六，一０）

（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

委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本日举行第一次会议（１）派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谭延闿、

樊锺秀、胡汉民、廖仲恺、蒋中正、伍朝枢为军事委员，高和罗夫（即 P。A。Pavlov）
为顾问；（２）派古应芬、甘乃光、彭湃为农务调查委员，鲍罗廷为顾问；（３）派廖仲恺、

汪兆铭、伍朝枢为商务调查委员（本日出席政治会议者为孙中山、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

伍朝枢、鲍罗廷；又高和罗夫于７﹐１９在石龙溺毙）。

（２）广州反抗文化侵略青年团通电收回教育权。

（３）北京派叶举兼广东治河事宜（广州已派林森）。

（４）安徽督理马联甲攻六安大刀会不下，苏军前往协防。

７﹐１２（六，一一）

（１）法使傅乐猷回国，临行又催解决金佛郎案。

（２）公使团复６﹐２７外交部照会，请俄国代表直接与领袖公使商洽交还俄使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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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前安徽督军倪嗣冲卒于天津。

７﹐１３（六，一二）

（１）北京【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在中央公园开成立会（参加者有国会议员、学生联合会、

蒙事促进会、中俄问题研究会、国民外交协会、社会青年团等）。

（２）张继谢持等因反对共产党不成，离粤赴沪。

７﹐１４（六，一三）

（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中央政治会议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权限。

（２）美使舒尔曼再照会外交部，重申５﹐３要求，保留美国对中东路权益（覆６﹐１６外

交部照会）

。

（３）北京外交、财政、交通、教育四部会商吴佩孚之以俄国庚款筑路建议。

７﹐１５（六，一四）

（１）孙大元帅派蒋中正为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长，汪兆铭为政治训练筹备委员长。

（２）加拉罕通知北京外交部，渠已被任为俄国驻华全权大使。

（３）广州沙面英法租界定于８﹐１起实行取缔华人新律（为６﹐１９安南总督遇刺事），

全体华工罢工离去（约二千人，得国民党工人部支援）。

（４）永定河决口为灾。

７﹐１６（六，一五）

（１）国民党宣言以三民主义为革命唯一途径（解释党内外误会）。

（２）李宗仁、黄绍竑在南宁合组【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分任正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参

谋长兼前敌总指挥，黄旭初为副参谋长，胡宗铎为总参议，俞作柏、夏威、伍廷扬等为纵队

司令，本日分别就职。

（３）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准该会委员谭平山辞职，以瞿秋白递补。

７﹐１７（六，一六）

（１）国民党宣言维持中俄协议。

（２）外交部电新疆杨增新，准订新俄局部商约。

７﹐１８（六，一七）

（１）北京反帝国主义联盟发表致帝国主义列强国民书。

（２）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会代表联席会议发表宣言，要求撤销一切不平等条约。

（３）皖北大刀会退出六安。

（４）济南兵变。

７﹐１９（六，一八）英、法、美、日四国银行团在伦敦开会，议决与中国所订合同再续五

年。

７﹐２０（六，一九）国会议员电法国左派政党，请抛弃金佛郎要求，善意退还庚子赔款。

７﹐２１（六，二０）

（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上海党员，禁止躁急举动，摒除排外思想。

（２）北京外交部商请各国公使一同升改大使。

（３）陕西交口兵变，谋逐刘镇华。

７﹐２３（六，二二）吴佩孚以赣南镇守使方本仁为援粤军总司令。

７﹐２４（六，二三）

（１）反帝国主义联盟发表致【世界被压迫民族书】（致印度、朝鲜、缅甸、安南、暹罗、

菲律宾、波斯、埃及、马来半岛及黑人）。

（２）顾维钧介绍美使舒尔曼（代理领袖公使）

与加拉罕会晤，商交还俄使馆，加表示苏俄仍为辛丑条约之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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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询鲍罗廷以俄国退还庚款办法。

（４）全国教育联合会退还庚子赔款事宜委员会通电主以庚款用于扩充教育文化事业。

７﹐２５（六，二四）

（１）法使照会外交部，仍反对中德协议及德华银行复业。

（２）众议院讨论颜惠庆内阁同意案，哄散。

７﹐２６（六，二五）

（１）加拉罕照会代理领袖公使舒尔曼接受外交团领袖。

（２）德债案款项汇理（法）、正金（日）二银行藉词扣留。

７﹐２７（六，二六）

（１）中华学生废约同盟会在北京成立。

（２）英、美、法、日公使以江浙战事将起，警告外交部，注意外人之保护及交通安全之保

证。

７﹐２８（六，二七）吴佩孚要求卢永祥解散闽军臧致平、杨化昭部，并令苏、闽、皖、赣

共同对付。

７﹐３１（六，三０）

（１）苏俄第一任大使加拉罕正式觐见，呈递国书。

（２）美、法、英、日使节会商共同向中国交涉，保护对中东路权益，未获协议（美法赞同，

英日持异议）。

（３）中国国民党宣言反对金佛郎案。

８﹐１（七，一）

（１）上海国民党区党部举行代表会议。

（２）孙中山大元帅令自本日起，所有田赋、厘捐、租税均以新造银元缴税（６﹐６广东造

币厂大量铸造银元）。

（３）浙江省自治法会议成立，褚辅成为主席。

（４）日使芳泽由日本回任，过奉天与张作霖密商要案。

８﹐２（七，二）

（１）广州政府设立中央银行，以宋子文为行长，黄隆生副之。（８﹐１５开幕）

（２）上海反共之国民党员殴打民国日报编辑邵力子（共产党员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

沈泽民等即上书孙中山，攻击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叶楚伧）。

（３）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合会欢迎加拉罕，请依约以俄国庚款用于教育。

（４）外交部向加拉罕抗议俄国虐待华侨。

８﹐３（七，三）

（１）孙中山开始讲演民生主义（至８﹐２４停）。

（２）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在江浙秘密招募士兵二十一名，在上海被捕（招募事由陈果夫主持）。

（３）【国闻周报】刊行（胡霖主之）。

（４）鄂军收复安徽英山，败大刀会。

８﹐４（七，四）

（１）永定河又决口六百丈，冯玉祥率部抢修。

（２）广州商团向大本营将领购运枪械护照。

８﹐５（七，五）

（１）英使答复７﹐３外交部抗议，声明英舰司令不负万县架炮示威事件之责任。

（２）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大会，力争俄国庚款。

（３）北京派高凌霨兼赈务督办。

８﹐６（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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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到孙中山、胡汉民、邵元冲、瞿秋白、伍朝枢及顾问鲍罗

廷）决设统一训练处，孙中山任主席，杨希闵、许崇智、程潜、蒋中正、宋子文、鲍罗廷为

委员（陆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陆军部讲武堂、西江陆海军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

警卫军学兵营及航空局均归训练处管理，蒋曾条陈军事训练委员会计划）。

（２）湖南第三师叶开鑫击退占领湘西芷江之蔡巨猷及川军熊克武部（汤子谟、贺龙）。

（３）北京政府令驻俄代表李家鏊向俄政府抗议外蒙古在乌金斯克筹组政府。

８﹐７（七，七）

（１）国民党为日本取缔华工入境事，发布忠告日本国民宣言，劝致力于亚洲人之团结。

（２）北京外交部向日使交涉减征华丝入口税（日定为百分之百）。

（３）天津俄租界依约收回。

（４）日俄谈判在北京开始。

８﹐８（七，八）

（１）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天津分会发表宣言。

（２）北京众议院三次开议颜惠庆内阁同意案未成。

８﹐９（七，九）

（１）孙大元帅命蒋中正处置广州商团私运军械事件（商团团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与陈炯

明相结，英人助之，由挪威轮【哈佛】将所购军械运至广州，谋危害广州政府）。

（２）北京外交部为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事，答复６﹐５公使团照会。

８﹐１０（七，一０）

（１）奉俄交涉暂停。

（２）广州商团军械被扣。

８﹐１１（七，一一）

（１）孙大元帅以胡思舜继蒋光亮任滇军第三军军长（李根澐师助蒋光亮抗命，奉令一并查

办）。

（２）广州商会会议军械被扣事，准备罢市，并电请北京外交团及总税务司援助。

（３）蒋中正上书政治委员会，请决定革命军募练计划。

（４）定桂讨贼军白崇禧联合沈鸿英败陆荣廷部韩彩凤，占领柳州（事先许以柳州予沈；约

在同时，定桂讨贼联军俞作柏、蔡振云大败陆福祥、林俊廷于那马隆安，养利胡宗铎败谭浩

清、谭浩澄于龙州，百色之刘日福降，左右江悉平）。

８﹐１２（七，一二）

（１）广州商团陈廉伯、陈恭受以所运军械被扣，成立商团联防总部，并煽动商人，准备罢

市，由团勇向孙大元帅请愿发还。

（２）京汉铁路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张德甫呈请孙大元帅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驱除共产

党人（８﹐１６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严加惩诫）。

（３）广州沙面罢工风潮解决（二日后又告决裂）。

（４）上海市民对外协会、学生联合总会、机器工人俱乐部等组织之【上海废约运动大同盟】

成立。

８﹐１３（七，一三）

（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到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瞿秋白、伍朝枢及顾问鲍罗廷）通

过（１）设联络部。（２）撤销训练处，仍以蒋中正办理军事训练，汪兆铭办理政治训练，

鲍罗廷为顾问。（

３）设供给部，由鲍罗廷拟具条例。（４）革命军募练计划交供给部核。

（２）蒋中正在黄埔将广州商团所运军械强制卸下（步枪十万枝，子弹三百万发）。

（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邓泽如、张继报告：恽代英、瞿秋白、施存统等于会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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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华民国代表，赞成俄国与北京所订之中俄协定。

（４）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宣言，坚主庚子赔款用于教育（吴佩孚主筑路，思攫取此款）。

８﹐１４（七，一四）

（１）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开始调军（昆山、宜兴）布防（一作８﹐１０），准备四路攻浙

（一路向上海，二路出宜兴，三路由皖南进，四路由福建进）。

（２）孙中山大元帅接见商团代表，说明必须俟查明私运军械后，始可发还。

（３）黄埔军官学校招收第二期学生。

（４）国民党以汪兆铭为中央宣传部长，甘乃光代理实业部长，何香凝代理妇女部长。

８﹐１５（七，一五）

（１）中央银行成立于广州，资金一千万元（俄国贷款，孙大元帅令所有征收田赋、粮捐、

租税及其它公款，均应收受中央银行货币）。

（２）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广州举行，商对中国共产党问题（８﹐

２３闭会）

。

（３）广西定桂讨贼联军白崇禧败陆荣廷部韩彩凤军于柳城东泉。

（４）吴佩孚在洛阳召集时局会议。

８﹐１６（七，一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对于党内之共产派应严加惩诫。

８﹐１７（七，一七）齐燮元在南京开对浙军事会议。

８﹐１８（七，一八）公使团照会加拉罕，允交还前俄使馆，苏俄仍为辛丑和约国之一员。

另文代美使馆声明此照会并不含美国承认苏俄政权之意。

８﹐１９（七，一九）

（１）孙中山大元帅发表晓谕商团书，劝淘汰内奸，使商团与政府联成一气。

（２）广州沙面罢工问题解决。

（３）卢永祥宣布收编臧致平、杨化昭部经过。

、黄以霖、沈恩孚、袁希涛、黄炎培、史量才、陈陶遗等电质齐燮元征调军队（浙绅高云麟、

盛竹书等亦分电齐及卢永祥呼吁和平）。 （４）苏绅张一

（５）加拉罕照会代理领袖公使芳泽谦吉，拒收８﹐１８照会，谓美使馆举动有失国际礼貌。

８﹐２０（七，二０）

（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讨论中央监察委员弹劾共产派分子案（昨日起），未获

结论（时北京上海国民党员亦纷纷检举共产派）。

（２）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通过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及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草案

（准备提交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以谋解决党内纠纷）。

（３）广州省政府通缉阴谋推倒政府之商团团长陈廉伯、陈恭受。

８﹐２１（七，二一）

（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昨日政治会议提出之草案。

（２）苏州木机织工万余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二十四日解决）。

（３）冯玉祥与黄郛商谈时局。

８﹐２２（七，二二）广东商团联防总部移佛山，召集全省商团大会，佛山、顺德、南海等

地先后罢市，拒用中央银行钞票，并与防军冲突。

８﹐２３（七，二三）

（１）广州商团要求发还全部枪械，准商团成立联防总部，取消陈廉伯通缉令，孙大元帅未

覆。

（２）孙大元帅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耕者有其田】。

（３）武汉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分会发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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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４（七，二四）

（１）两湖巡阅使萧耀南等奉吴佩孚命调解卢永祥、齐燮元之争（吴不主对浙用兵，劝卢解

散臧杨两军，劝齐维持和平）。

（２）沈鸿英军占桂林，陆荣廷退全州。

（３）孙中山之【三民主义】讲演停止。

８﹐２５（七，二五）

（１）广州因商团事件，继各埠罢市，陈恭受自任商团司令，抵抗政府干涉，并致书英国代

理总领事 BertramGiles。
（２）孙传芳自福州进向浙边，助齐燮元攻浙江（８﹐１６已动员）。

（３）加拉罕照会外交团，即派员接收前俄使馆。

（４）罗惇●卒。

８﹐２６（七，二六）

（１）齐燮元下全军动员令，向宜兴、昆山二处集中，卢永祥亦扣车运兵，调臧致平、杨化

昭军赴沪西。

（２）传广州政府即将攻击西关商团，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调停，孙大元帅要求商团诚

意服从政府，并即开市。

（３）广东滇湘粤桂豫各军总司令布告限商民于明日上午八时开市。

（４）重庆大火四日（延烧至８﹐２９，毁商店民宅二千家）。

８﹐２７（七，二七）

（１）广东省长廖仲恺布告，限各商店于上午八时开市。

（２）广西定桂讨贼军白崇禧合沈鸿英部杨子德师败陆荣廷部韩彩凤于柳城大埔，韩等退庆

远。

（３）英、美、法、日四国使节致牒外交部，请注意１９２３﹐８﹐１１关于警告江浙战事

之照会。

８﹐２８（七，二八）

（１）广州各国领袖领事日本总领事晤省长廖仲恺，劝勿以大炮或炮舰攻击商团（陈友仁告

法国领事，将武力扫除广州西关障碍物）。

（２）吴佩孚请齐燮元暂缓七日进攻，以便准备对奉天军部署。

８﹐２９（七，二九）

（１）广州代理英总领事 BertramGiles通告广州交涉员傅秉常，如以炮舰攻击广州商团，英

国海军立即出动。

（２）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广州罢市事件发表宣言，劝勿为陈廉伯等利用。

（３）广州罢市风潮由滇军军长范石生、师长廖行超武力调停妥协（陈廉伯、陈恭受谢罪，

省政府撤销通缉，商团报效政府五十万，发还枪械等）。

（４）代理领袖公使芳泽谦吉照会加拉罕，谓８﹐１８去文并不含反对苏俄政府或制度之意。

（５）海军总司令杜锡珪通告各船只不得于夜间航行吴淞江阴之间。

（６）本日起（至９﹐９）逃往上海难民平均每日约六七千人。

８﹐３０（八，一）

（１）英、法、美、日使节晤外交部长顾维钧，要求划黄浦江为中立区，否则将武力从事。

（２）山东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发表宣言。

（３）加拉罕照会芳泽谦吉，对８﹐２９来文表示满意，惟仍谓美使馆举动不当与失礼。

（４）孙中山派谢国光为禁烟督办（鲁涤平辞）

。

９﹐１（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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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孙中山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指斥八月二十九日英总领事举动，并表明将努力推翻帝

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

（２）张作霖以鲍贵卿继王景春为中东铁路督办。

（３）卢永祥子小嘉到奉天，向张作霖乞援。

（４）齐燮元自南京到昆山部署。

（５）梁士诒自美回抵香港。

９﹐２（八，四）

（１）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哈利到北京，商中捷通好及商约。

（２）国际联盟开会，中国代表唐在复当选为副议长。

９﹐３（八，五）

（１）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开始。

（２）上午十时，江浙战争在昆山安亭、黄渡爆发（双方兵力各约六万），齐燮元、陈调元

等在昆山指挥，白宝山等在宜兴指挥，卢永祥自任浙沪联军总司令，以何丰林为第一军总司

令，臧致平副之（

沪宁路），陈乐山为第二军总司令，杨化昭副之（湖州长兴，杨在第一军内），张载阳为第三

军总司令，潘国纲副之（衢州，防闽赣），并通电讨曹锟（未及吴佩孚）。

（３）北京外交总长顾维钧覆８﹐３０四国使节要求，声明尽力保护上海租界外人生命财产。

（４）黄埔军校筹编教导团，由何应钦负责。

９﹐４（八，六）

（１）张作霖通电助卢永祥。

（２）卢永祥电孙中山，分道出师讨伐曹锟。

（３）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决：（１）发表北伐宣言，（２）大本营设政治训练团，（３）本

月七日之国民运动大会之宣传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反对北方军阀（是日出席者为孙中山、

瞿秋白、伍朝枢、鲍罗廷）

。

９﹐５（八，七）

（１）齐燮元、卢永祥两军激战于浏河、黄渡。

（２）孙大元帅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北伐，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兼任广东省

长，廖仲恺改任中央军需总监兼财政部长及广州财政厅长，李福林任广州市长（原任市长孙

科经奉天赴日本），以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任北伐军右翼总司令，入江西，军政部长程潜任左

翼总司令，入湖南，并发表宣言，声讨曹锟、吴佩孚。

（３）英使马克瑞命代理广州英总领事 Giles慎重行事。

９﹐６（八，八）中国青年党首要曾琦、李璜自巴黎返抵上海。

９﹐７（八，九）

（１）曹锟下令讨伐卢永祥、何丰林。

（２）张作霖向奉天各国领事宣告东三省动员。

（３）辛丑条约签字纪念日，各地举行反帝国主义运动周，中国国民党并发表宣言，劝民众

与国民党合作，打倒帝国主义及北方军阀。

（４）定桂讨贼军白崇禧（锺祖培、夏威等纵队）部攻占庆远，陆荣廷部韩彩凤军溃散。

９﹐８（八，一０）

（１）英、法、美、日、义五国使节照会外交部，再度要求实行以黄浦江为中立区。

（２）上海英、美、法、日、义海军司令商定吴淞炮台中立，浙江军队应即撤退，改悬五国

国旗（９﹐１２五国使节不予赞同，只应保护上海、黄浦江及吴淞口）。

（３）孙中山对记者谈话，抨击辛丑条约及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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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武昌华中大学成立。

９﹐９（八，一一）

（１）孙大元帅函蒋中正，谓广东已成绝地，急宜北伐以谋生活。

（２）段祺瑞通电讨伐曹锟。

（３）广东刘震寰军与民团在东莞冲突。

９﹐１０（八，一二）

（１）孙大元帅宣言：（１）悉调各军北伐，（２）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３）蠲

除一切苛捐杂税。

（２）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讨论北伐问题。

（３）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时局宣言。

（４）张作霖任命各路司令。

（５）但懋辛、石青阳在粤代表唐继尧运动滇粤联合，并调和孙陈（吴稚晖时亦应汪精卫之

请来粤调解，９﹐１１赴汕头晤陈）。

（６）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与冯玉祥在北京南苑密商联合陕军师长胡景翼倒曹锟吴佩孚。

（７）浙江第二军陈乐山攻宜兴，安徽马联甲派王普、史俊玉二旅攻浙江泗安，助齐燮元（湖

北、河南、山东，张允明、李鸣盛、潘鸿钧各旅援齐军陆续开到）。

（８）美国驻日代办 JeffersonCaffery 访外务省，询问对华态度，告以日本对中国内战保持

中立（时传日助张作霖，美助吴佩孚）。

９﹐１１（八，一三）

（１）广州政务军事联合会议，推唐继尧为副元帅，期西南一致北伐（９﹐１８由孙大元帅

咨告）。

（２）英国驻日大使 CharlesN。E。Elliot访外务省，询对华态度。

（３）苏大使加拉罕向公使团接收前俄国使馆。

９﹐１２（八，一四）

（１）日本阁议决定对中国内战采旁观态度。

（２）孙大元帅自广州进驻韶关，督师北伐，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务，兼广东

省长。廖仲恺改任军需总监兼财政部长及广东财政厅长。

（３）众议院通过颜惠庆内阁同意案。

９﹐１３（八，一五）

（１）奉军向山海关出动，京奉路交通断绝。

（２）孙大元帅诰诫东江叛军命悔悟来归，许其自新，或径赴福建，为浙声援，立功自赎。

（３）廖仲恺电各军核实兵额，交还财权。

（４）派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廉、黄炎培、施肇基、顾维钧、周诒春、

丁文江、孟禄、杜威、噶理恒（协和大学董事）、白赖脱（花旗银行经理）、贝克尔（，交通

部顾问）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

９﹐１４（八，一六）

（１）颜惠庆内阁成立，外交顾维钧，内务颜惠庆兼，财政王克敏，陆军陆锦，海军李鼎新，

司法张国淦，教育黄郛，农商高凌霨，交通吴毓麟。

（２）广东商团再发宣言，攻击政府，准备二次罢市。

９﹐１５（八，一七）

（１）奉军分六路出动，第一军司令姜登选，副司令韩麟春；二军李景林，副张宗昌；三军

张学良，副郭松龄；四军张作相，副汲金纯（丁超）；五军吴俊升，副阚朝玺；六军许兰洲，

副吴光新；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号镇威军，设大本营于锦县（一、三路为主力，进攻山海关，

四路为预备队，余均进向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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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奉军第二军李景林攻热河朝阳，俘直军千人，直奉二次战争爆发。

（３）唐继尧宣布就川滇黔建国联军总司令职（孙中山大元帅所委）。

（４）汉口人力车夫八千余罢工，捣毁汽车公司。

９﹐１６（八，一八）

（１）外交总长顾维钧照会英、法、美、日、义五使，如能使何丰林军、吴淞炮台、黄浦江

浙江炮舰卸除武装，制造局停工，即允以上海周围五英哩，吴淞炮台周围三英哩，及黄浦江

两岸为中立区域。

（２）陈廉伯通电效忠孙中山大元帅（商团仍拒受政府节制，不允报效三百万元，并与陈炯

明勾结，准备再度罢市）。

（３）王承斌由天津到京。

（４）孙传芳得浙军团长张国威之助，败浙江第三军副司令潘国纲于江山。

（５）蒋中正请辞。

（６）广东钦廉军务督办林俊廷宣布服从孙大元帅。

９﹐１７（八，一九）

（１）吴佩孚自洛阳到北京，即于国务院四照堂与王承斌、冯玉祥、王怀庆、陆锦会商作战

计划。

（２）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以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

总司令兼第一军第一路司令，王维城、董政国为二、三路司令（第一军为直系主力，应付山

海关战争，抗奉军之一、三路，由吴佩孚自主之），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米振标为副司

令，刘富有为前敌总指挥，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张之江、李鸣钟为该军一、二路司令（二

军进向热河朝阳，三军进向开鲁，袭击沈阳，分抗奉军之二、六路，王承斌主之），张福来

为援军总司令，曹 、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鹗、阎治堂、张治公、李治云、潘鸿

钧、谭庆林为十路援军司令（前七人均为师长，另有副司令十人）。杜锡珪、温树德为海军

总副司令，郑士琦为直鲁海疆防御总司令，另以李济臣、熊炳琦等为鲁豫后方筹备总司令。

（３）张作霖由沈阳至锦州视师。

（４）英、美、法、义、日五国使节复９﹐１６外交部照会，赞同限制战区，但对所提上海、

吴淞中立办法不便表示意见，应由江浙当局自行商定，如不克实现，各国将不许可黄浦江内

发生战斗，并保留武力制止之权。

（５）上海英海军司令安德森通告不准浙江炮舰离黄浦江，南京舰队入黄浦江（美、法、义、

日司令亦作相同表示）。

９﹐１８（八，二０）

（１）孙大元帅宣言北伐，讨伐曹锟吴佩孚，声明此战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使无同样继起

之人，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２）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晤吴佩孚，要求直军入奉天后，保持日本既得权益（吴令与外交部

商谈）。

（３）浙江第三军失衢州，卢永祥以代理省长夏超、代理第二师长周凤岐之迫，离杭州赴上

海，并令第二军自宜兴往上海集中。

９﹐１９（八，二一）

（１）杨希闵、谭延闿、刘震寰、许崇智、范石生、李福林、梁鸿楷等联电陈炯明服从孙中

山大元帅。

（２）孙中山电段祺瑞，即出师入赣，与浙奉一致讨贼。

（３）湖北省议会通电对各方战事严守中立，不承认因接济各方战争所耗之公帑。

（４）齐燮元军再对浙军总攻击，无进展。

９﹐２０（八，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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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张作霖之东三省自治政治代表郑谦、吕荣寰、锺世铭与俄代表库米聂措夫订立奉俄局

部协定七条。

（２）吴佩孚宴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要求南满铁路代为运兵，芳泽表示须请示东京（一作９

﹐２５）。

（３）曹锟以孙传芳督理浙江军务兼闽浙巡阅使。

（４）广东商团联防总部陈廉伯通电悔罪。

９﹐２１（八，二三）

（１）第三军冯玉祥部陆续自北京向热河开拔，以第七混成旅长张之江部为先遣队。

（２）蒙古军二万开抵通辽，加入奉军之第五军。

（３）湖北督理萧耀南以旅长张允明为援苏鄂军总司令。

（４）停泊黄浦江之舰艇归附杜锡珪。

（５）广西陆荣廷失败下野，所部马济、韩彩凤入湘，赵恒惕因桂军李宗仁等之要求撤回入

桂之叶琪旅。

９﹐２２（八，二四）

（１）奉军第二军李景林占领热河朝阳，败直军第三军前敌总指挥刘富南、龚汉治，第六军

许兰洲部穆春旅占领开鲁。

（２）谭平山率【工团军】及【农团军】自广州抵韶关，参加北伐（孙中山设立政治训练部，

以谭主之）。

（３）唐继尧组【建国联军总司令部】，以胡若愚、熊克武、刘显世分任滇、川、黔军总司

令，唐继虞、石青阳、龙云、周西成等为军长。

（４）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长出渊胜次发表对华不干涉谈话。

（５）莫斯科学生举行反对侵略中国示威运动。

（６）曹锟以夏超为浙江省长。

９﹐２３（八，二五）

（１）冯玉祥自北京赴热河，进驻密云。

（２）北京以赵玉珂为京畿警备总司令，孙岳等为副司令。

（３）廖仲恺辞，孙大元帅以古应芬为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及军需总监。

９﹐２４（八，二六）

（１）孙中山大元帅发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军政时代肃清反侧，训政时扶植民治，至宪政

时代而完成。

（２）卢永祥改以王宾为第三军总司令，防松江卢军全部退出浙江。

９﹐２５（八，二七）

（１）外交部向加拉罕抗议奉俄协定。

（２）外交团分向北京及奉天当局声明，反对自空中攻击北京，如因空中攻击而损及外侨时，

将向发令者是问。

（３）孙传芳军入杭州，即赴嘉兴，陈调元亦率师来会，进攻松江。

（４）曹锟以齐燮元兼淞沪护军使，萧耀南为鄂豫湘防务总司令，刘镇华为陕西后方筹备总

司令，方本仁督办粤赣边防事宜，张殿如为骑兵总司令，谭庆林为前敌总指挥，丁长发、马

鸿逵为副指挥。

（５）张作霖通电讨曹锟。

（６）杭州西湖雷峰塔倾圯（９７５建）。

９﹐２７（八，二九）

（１）曹锟组织讨逆军第四军，以曹 为总司令。

（２）广东政府派李福林督办全省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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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广东湘桂军退出石滩，陈炯明军进向石龙。

９﹐２８（八，三０）

（１）段祺瑞代表许世英抵广州，谋调和孙中山、陈炯明，一致北伐。

（２）曹锟以陆洪涛为甘肃后方筹备总司令。

（３）湖南省议会通过修改省宪。

９﹐２９（九，一）

（１）段祺瑞函黄郛，请劝冯玉祥拘捕吴佩孚，从早行动，奉方可不必顾虑。

（２）韶关各界举行赞助北伐大会，谭平山为主席。

（３）齐燮元军分嘉定、黄渡、青浦三路，再对卢永祥军总攻击，仍无进展。

（４）奉军第六军吴光新占热河建平。

９﹐３０（九，二）

（１）奉军第二军张宗昌占热河凌源。

（２）东江陈炯明军进占石龙。

１０﹐１（九，三）

（１）吴佩孚宴外交团，并与俄使加拉罕密谈。

（２）孙大元帅公布工会条例。

（３）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通电宣布讨陆（荣廷）战争结束及广西自治。

１０﹐２（九，四）

（１）直军第二军王怀庆部战败，第三军冯玉祥逗留不进，吴佩孚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

赴承德指挥。

（２）孙传芳军猛攻松山与卢永祥军王宾战于石湖荡。

１０﹐３（九，五）

（１）张作霖依奉俄协议接收中东路全路事务，拘捕旧总办奥斯脱罗木夫、地亩局长关达基

等。

（２）外蒙与苏俄成立电气协议。

（３）出席国际联盟代表唐在复电告非常任理事中国落选。

（４）曹锟以陶经武张林代刘富有龚汉治为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副指挥（是日奉军占热河建

平）。

１０﹐４（九，六）

（１）孙大元帅在韶关接见段祺瑞之代表许世英。

（２）王承斌到古北口，晤冯玉祥（翌日到承德）。

（３）曹锟派黄毓成为云南招抚使，金汉鼎为副使。

（４）东京日本对支国民大会，宣言援助中国统一，保持在中国特殊地位。

１０﹐５（九，七）

（１）齐燮元军下最后总攻击令。

（２）北伐军豫军樊锺秀（三千余人）克江西崇义。

１０﹐６（九，八）

（１）山海关奉军右翼第一军韩麟春部袭破黄土岭，第六军许兰洲占热河赤峰。

（２）孙大元帅任命谭延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北伐军共约二万余人，湘军居其半）。

（３）唐继尧电孙大元帅，允与合作，已组织【建国联军】，惟辞副元帅。

（４）孙大元帅之代表李烈钧晤日本政要，盼中日合作（李约于１０﹐１到东京）。

（５）新疆与苏俄关于互派领事之换文成立。

１０﹐７（九，九）

（１）俄军舰（Vorovsky）运枪炮抵广东黄埔（步枪约八千枝，子弹四百万发，另有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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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枪。俄顾问罗茄觉夫，V。P。Stepanov 等九人亦乘该舰至，一说罗茄觉夫等系１０﹐

１到。

（２）冯玉祥与胡景翼代表李仲三密谈。

（３）广州排字工人复罢工。

１０﹐８（九，一０）

（１）孙传芳军攻占松江，卢永祥之第二十旅长王宾败走（卢永祥以何丰林为第三军总司令，

第十九旅长郑俊彦为前敌总指挥，自沪往援）。

（２）蒋尊簋、吕公望、屈映光、褚辅成等在宁波组织浙江自治委员会，宣布独立（翌日因

浙江第一师旅长伍文渊反对，失败）。

１０﹐９（九，一一）

（１）山海关奉军第一军冲入九门口，直军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战死（一说为吴佩孚所

杀），战斗益剧烈。

（２）齐燮元军乘松江剧战占青浦。

（３）孙传芳任陈仪为浙江第一师长，周凤岐为第二师长，省长夏超兼保安队统制。

（４）孙大元帅自韶关与蒋中正书，主即组革命委员会，以应付非常。又与蒋密电，谓来韶

关之始，即决弃广州为破釜沈舟之北伐，令舍去黄埔，带学生枪弹来韶；蒋决守埔岛。

（５）孙中山令蒋中正依代理广州市长民团督办李福林条件，发还商团枪械（发还五千枝，

由商团报效二十万元及一个月房捐）。

（６）林纾（琴南）卒于北京，年七十三岁（生于１８５２﹐１１﹐８，即咸丰二年九月二

十七日）。

１０﹐１０（九，一二）

（１）广州政府发还商团步枪四千枝。

（２）孙大元帅以商团谋叛，严电胡汉民、杨希闵、许崇智、刘震寰、蒋中正、李福林、古

应芬、李朗如当机立断。

（３）革命委员会成立，孙中山为会长。

（４）广州警卫军讲武堂、农民自卫军、工团军、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团体游行，与商团冲突，

被商团枪杀多人（传说约二十余人）。

（５）上海各团体举行国庆纪念会，国民党共产党两派发生冲突，上海大学学生黄生伤死。

（６）国家主义派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之【

醒狮周报】在上海出版。

（７）天津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晤吴佩孚，要求保全日本在东北权益。

１０﹐１１（九，一三）

（１）孙大元帅派许崇智、廖仲恺、汪兆铭、蒋中正、陈友仁、谭平山为革命委员会委员，

令弭平商团事变，设法收回关余（以鲍罗廷之反对，胡汉民未获参加）。

（２）孙大元帅命蒋中正将新到武器速运韶关，用以训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

（３）黄埔军官学校举行欢迎俄舰员兵大会。

（４）吴佩孚自北京赴山海关督战，冯玉祥到热河滦平。

（５）曹锟派阎锡山为山西后方筹备总司令。

（６）俄使加拉罕请中国派兵保护俄使馆（外交团以与辛丑条约冲突，极重视）。

（７）外交部二次照会加拉罕，不承认奉俄协定。

１０﹐１２（九，一四）

（１）东京对支国民大会电贺张作霖在山海关获胜，并激励孙中山、卢永祥。

（２）冯玉祥派贾德耀自滦平赴天津与段祺瑞、张绍曾密洽，请段再出。

（３）山海关奉军占沙河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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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直军援军总司令张福来自河南到北京。

（５）何丰林反攻松江，为孙传芳军所败。

（６）齐燮元军占嘉定。

（７）何应钦任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第一团长。

１０﹐１３（九，一五）

（１）卢永祥因军事失利，陈乐山、杨化昭不肯再战，宣布下野，何丰林、臧致平自上海赴

日本。

（２）吴佩孚反攻九门口沙河寨。

（３）冯玉祥与张作霖妥协成立。

（４）宁台镇守使王桂林第一师旅长郝国玺拘捕伍文渊，推吕公望为浙江自治军总司令，宁

波再度独立。

（５）孙大元帅改讨贼靖国军为建国军，任宋鹤庚、朱培德、卢师谛为建国北伐军中央及左

右翼总指挥，樊锺秀为先遣总指挥，又任蒋中正为粤军训练部长。

（６）孙大元帅任唐继尧为副元帅兼滇川黔建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为建国川军总司令。

（７）孙大元帅电李烈钧仍留日本，发起亚洲大同盟宣传。

（８）日本通告直奉当局，对战事守中立，惟须尊重满蒙日本权利，保护侨民及资产。

（９）陇海车在归德被劫。

１０﹐１４（九，一六）

（１）孙大元帅令吴铁城任广州公安局长（原任李朗如免职），率警卫军镇压市区，杨希闵

为戒严总司令，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

（２）广州革命委员会会长由胡汉民代理，廖仲恺为秘书，蒋中正为军事委员长，又委廖仲

恺为军事委员长所属各部（黄埔学校、航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兵工厂卫队、

吴铁城所部警卫军等）之政治委员，汪兆铭为广东全省政治委员（廖仲恺、周恩来、谭平山

副之），并决定今晚十时以武力解决商团，蒋中正任指挥，吴铁城（直接由革命委员会管辖）、

李济琛、张民达、李福林、范石生等部均参与攻击。

（３）援苏鄂军旅长张允明占领上海龙华，据护军使署及兵工厂。

（４）直奉军在山海关激战，奉军左翼第三军郭松龄占石门寨，双方伤亡均大。

（５）直军谭庆林夺回热河赤峰。

１０﹐１５（九，一七）

（１）广州警卫军、粤、闽、滇军及黄埔军校学生击溃商团，西关大火，毁数百家，损失数

百万元，死伤数千人。

（２）徐树铮自为总司令，收集陈乐山、杨化昭部，谋再战（当日徐被租界工部局拘捕，未

能成事）。

（３）吴佩孚之援军在秦皇岛上岸。

（４）宁波自治军推吕公望为总司令。

（５）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届年会在开封开幕（１０﹐２８闭幕）。

１０﹐１６（九，一八）

（１）吴佩孚、温树德率海军攻葫芦岛，为奉军飞机所败。

（２）法轮船将所运飞机、机关枪在大连交卸。

（３）孙传芳到上海，收束卢永祥军，委苏军师长白宝山为上海防守司令。

（４）广州商团副团长陈恭受、李颂船缴械乞和。

（５）广州商会通电为商团事件攻击广州政府。

１０﹐１７（九，一九）

（１）直奉军仍在山海关九门口石门寨剧战，死伤各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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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外交部覆加拉罕，派兵保护俄使馆须得各使同意。

（３）国民党监察委员张继上书孙中山，请解除党职兼除党籍。

１０﹐１８（九，二０）

（１）黄郛自北京电冯玉祥，促即发动。

（２）段祺瑞代表宋子扬到滦平晤冯玉祥。

（３）上海卢永祥军集结沪宁车站，向齐燮元、孙传芳要求条件。

（４）浙江第二师周凤岐占宁波，自治军（第一师）失败。

（５）袁祖铭军自四川綦江进向贵州，驱逐滇军。

１０﹐１９（九，二一）

（１）冯玉祥与胡景翼之代表邓宝珊等在热河滦平会议，决定对吴佩孚之军事计划，由胡部

截断京奉路直军联络，冯部鹿锺麟、刘郁芬、李鸣钟等兼程返京，是晚冯离滦平南下，以卫

队旅旅长孙连仲任前锋。

（２）贾德耀在天津晤段祺瑞，本日返抵滦平。

（３）北伐军樊锺秀在江西泰和为蔡成勋部旅长冯绍闵所败，退湖南桂东。

（４）传广州政府将强行收回海关，英海军陆战队在沙面登陆（

英法美军舰亦集泊广州）。

（５）孙大元帅派张继、刘守中、焦易堂、王用宾、续桐溪为北方军事委员，徐谦为冯玉祥

军慰问使，续桐溪为陕军慰问使，王用宾为直军慰问使。

１０﹐２０（九，二二）

（１）上海卢永祥、何丰林军由齐燮元、孙传芳分编（齐在真茹，不能赴上海，张允明以护

军使自居，不肯退兵）。

（２）山海关直军失利。

（３）国民党中央实业部，以伍朝枢为部长，廖仲恺复任中央常务委员。

１０﹐２１（九，二三）

（１）冯玉祥抵密云。

（２）徐树铮被上海租界强制，离沪赴英国。

１０﹐２２（九，二四）

（１）冯玉祥抵北京高丽营，教育总长黄郛来晤，报告京中情形，并商决政府过渡办法。

（２）冯玉祥部鹿锺麟、孙良诚、蒋鸿遇、张维玺四旅长会于北京北苑，分配任务，当晚趋

向北平。

（３）胡景翼部与奉军李景林、张宗昌入喜峰口冷口。

（４）孙大元帅向广州领事团抗议上海领事团对于徐树铮之处理，并准备收管粤海关，外舰

集沙面戒备。

（５）广西李宗仁、黄绍竑、沈鸿英在浔州开善后会议。

（６）上海广东同乡会通电指责１０﹐１５广州商团事件。

１０﹐２３（九，二五）

（１）北京政变，冯玉祥、孙岳（第十五混成旅长京畿警备副司令）通电主和，要求曹锟下

令停战，免吴佩孚本兼各职，曹锟下野，组织摄政内阁，并逮捕曹之亲幸李彦青（冯等通电

原拟专对吴佩孚，仍承认曹锟为总统，昨晚黄郛力持不可，并代拟此电稿，可知冯等初并无

推翻曹锟之意）。

（２）天津段祺瑞等会议处置北京政治办法。

（３）天津日本驻军司令吉冈显通告，不许直军使用秦皇岛码头。

（４）国民党中央党部警告向导周报。

１０﹐２４（九，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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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冯玉祥、王承斌、黄郛、李煜瀛、易培基、邓宝珊（胡景翼之代表）、徐永昌（孙岳

之代表）等在北苑会议，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冯及胡景翼、孙岳分任军长。

（２）冯玉祥迫曹锟下令停战，前方军队交王承斌、彭寿莘维持，免吴佩孚本兼各职，派为

青海屯垦督办，颜惠庆内阁阁员除黄郛外均辞职（王克敏逃）。

（３）吴佩孚闻北京政变，以全力对奉军猛攻，无效。

１０﹐２５（九，二七）

（１）王承斌等通电推冯玉祥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

令各兼第二第三军长。

（２）吴佩孚在秦皇岛电称奉曹锟密谕，号召全国回师讨冯玉祥。

（３）山西督军阎锡山出兵占领石家庄，阻鄂豫军北上。

（４）英军官乘马撞入北京丰台冯玉祥军（孙连仲）营（意在寻衅阻冯军东进）。

１０﹐２６（九，二八）

（１）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拥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并电请孙中山即日北上指导。

（２）吴佩孚以前敌军事交张福来、彭寿莘、靳云鹗等主持，自到天津，对冯玉祥备战，并

假曹锟名义，发令讨伐冯玉祥，派李景林为奉天督理兼东三省巡阅使（时谣传李将倒张作霖），

胡景翼为热察绥巡阅使，刘镇华为陕甘新巡阅使。

（３）萧耀南自湖北派兵北上，助吴讨冯。

（４）奉军张宗昌部自冷口占迁安，败直军第九师董政国。

１０﹐２７（九，二九）

（１）孙大元帅电覆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拟即日北上，并电告段祺瑞。

（２）孙中山命蒋中正，两月新军练成，立调来韶，由西南打开一联络西北之交通线。

（３）齐燮元、孙传芳、杜锡珪、蔡成勋、周荫人、马联甲、杨树庄等通电讨冯玉祥。

（４）俄大使加拉罕晤冯玉祥。

（５）各国联军开入北京，保卫公使馆。

１０﹐２８（一０，一）

（１）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主召集和平会议，并提出建国大纲五条。

（２）冯玉祥以鹿锺麟为京师警备总司令（旋改为警卫总司令），张璧为警察总监。

（３）奉军张宗昌占滦州，山海关之吴佩孚军溃退。

（４）孙大元帅函告蒋中正，先取江西、湖南，再合川、滇、黔之军会师武汉。

（５）北伐豫军樊锺秀及招抚使赵杰败北军常德盛师于江西遂川。

１０﹐２９（一０，二）段祺瑞通电响应冯玉祥等。

１０﹐３０（一０，三）

（１）张作霖、卢永祥等联名推段祺瑞为联军统帅。

（２）孙大元帅自韶关回广州，集议北方时局（胡汉民不赞成孙中山北上，部份中共人士亦

不以孙北上为然）。

（３）吴佩孚通电政治问题愿放弃成见，听海内贤豪各省代表公平解决。

（４）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讨吴佩孚电，即分向天津、保定进攻。

（５）奉军第三军郭松龄自山海关占秦皇岛，俘直军二万余（翌日山海关唐山间之直军全被

缴械）。

１０﹐３１（一０，四）

（１）黄郛（冯系）代颜惠庆任北京国务总理，外交兼财政王正廷（冯系），内务王永江（奉

系），陆军李书城（冯系），海军杜锡珪，司法张耀曾，农商王乃斌（奉系），教育交通黄郛

兼。

（２）英军官在丰台闯冯玉祥哨线，殴打团长冯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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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一０，五）

（１）山东郑士琦宣布武装中立，断苏鲁交界之津浦路，阻齐燮元、孙传芳等之援吴军北上。

（２）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发表宣言，孙中山北上为统一中国，先至上海，如北方

同意再与合作。

１１﹐２（一０，六）

（１）曹锟宣告辞职，代理国务总理黄郛即宣告摄行大总统职务。

（２）天津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晤吴佩孚，劝拥段祺瑞收拾大局，吴声言不背曹锟。

（３）冯玉祥（张之江旅）胡景翼军败吴佩孚军于杨村，俘其旅长潘鸿钧。

１１﹐３（一０，七）

（１）吴佩孚战败离天津，自塘沽登轮南下，冯玉祥军入天津。

（２）国民党人孙科、张继、徐谦、马伯援、王用宾、方振武会于天津。

１１﹐４（一０，八）

（１）孙大元帅应国民军将领冯玉祥、胡景翼等之请，决北上，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

元帅职权，谭延闿全权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当日电告冯玉祥、张作霖）。

（２）张继访胡景翼于天津，商迎孙中山北来及制止段祺瑞系之活动。

（３）冯玉祥将守卫清宫之兵士一千二百余人缴械。

（４）奉军到天津。

１１﹐５（一０，九）

（１）摄阁公布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废除皇帝尊号，冯玉祥即派鹿锺麟、张璧、李煜瀛

（石曾）等率军警执行，清帝溥仪（宣统）被迫出宫，移居醇亲王府（北府）。

（２）荷、英、日公使及美代办访外交总长王正廷，请保护溥仪安全，以免损失中国政府信

誉，王正廷表示首肯。

（３）摄阁以李烈钧任参谋总长。

（４）国民军孙岳占保定。

（５）孙大元帅任刘震寰为广西省长，令率部回桂。

１１﹐６（一０，一０）

（１）摄阁令自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下令惩安福系祸首日）起至十三年十一月二日止，

所有因政治行为褫夺官勋通缉各员之命令一律撤销。

（２）摄阁外交总长王正廷对记者宣称，友邦切勿损及中国之自由独立权，盼实施华盛顿会

议规定。

（３）法国向各国提议，暂不承认北京政府，以待其保证履行对各国之义务（昨日北京公使

团会议，意在胁迫北京政府解决金佛郎案）。

（４）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李煜瀛等电请孙中山北来。

（５）张继、丁惟汾等电孙中山谓段派毫无诚意，劝暂缓北上。

（６）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谭平山辞职，以杨匏安（

共）代理组织部长，农民部秘书彭湃及阮啸仙、林苏（均共产党员）免职。

（７）安徽旅长高世读、倪朝荣等在蚌埠宣布脱离马联甲，拥护段祺瑞（旋改称国民军）。

（８）赣粤边防督办方本仁归附北伐军，谭延闿委为赣南督办，北伐军中路总指挥宋鹤庚克

大庾。

１１﹐７（一０，一一）

（１）广州举行庆祝苏俄革命纪念会，孙中山、胡汉民、汪兆铭、吴铁城及俄国领事馆职员

演说。

（２）摄阁免张福来河南督理职，派胡景翼前往办理军务收束事宜，并以孙岳为河南省长，

张允明为淞沪护军使（胡要求任河南国民军总司令，孙要求为一师六混成旅月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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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吴佩孚过青岛南下（各国领事及日美海军当局不准吴入口，郑士琦亦命王翰章拒其上

岸，并拘捕胶澳督办高恩洪）。

（４）齐燮元升迁所部将领，以宫邦铎、陈调元等任师长，宫兼淞沪镇守使（时鄂军旅长张

允明据沪不退，并称奉孙传芳令任驻沪浙军总指挥，其它援苏之鲁豫军均已撤回）。

（５）北伐军中路总指挥（建国湘军）宋鹤庚克江西新城（翌日克南康），右翼朱培德克崇

义。

（６）设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煜瀛（石曾）任委员长。

（７）王正廷访加拉罕，商中俄正式会议。

１１﹐８（一０，一二）

（１）库伦开全蒙会议（大国民会议）。

（２）马伯援奉冯玉祥、胡景翼命，自北京南下迎孙中山（昨张继、丁惟汾、焦易堂等晤冯）。

１１﹐９（一０，一三）

（１）湖南赵恒惕电请段祺瑞组联省政府。

（２）北伐军中路占赣州（北军师长常德盛等旋降）。

（３）蒋中正诰诫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

１１﹐１０（一０，一四）

（１）孙中山宣言，说明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消灭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

之现象，使其与国民结合，成为国民之武力，对于时局，主召集国民会议，以谋统一与建设，

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先，召集一预备会，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

（２）张作霖、冯玉祥到天津，与段祺瑞会议，段主和平（意在保存直系一部份势力，以维

均势），张主对长江用兵。

（３）直系将领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杜锡珪、蔡成勋、刘镇华、周荫人、马联甲等联

名通电拥段祺瑞。

（４）摄阁以易培基署教育总长。

（５）各国公使拒不出席黄郛之招待会（招待会结果取消）。

（６）北伐军右翼朱培德占上犹。

１１﹐１１（一０，一五）

（１）孙大元帅令新军改为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廖仲恺为中央党部农民部长。

（２）苏俄运械军舰离广州。

（３）汪兆铭电北京李煜瀛，请向公使团抗议阻孙中山在上海登岸。

（４）广西善后会议推李宗仁为善后督办，黄绍竑会办兼省长，邓瑞征（沈鸿英部）会办兼

善后处长，拒孙大元帅所任命之广西省长刘震寰回桂。

（５）王承斌因奉军李景林之压迫去职。

（６）摄阁免王怀庆热察绥巡阅使职。

（７）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

（８）苏俄宣布海参崴为自由港（打击满洲日本利益）。

１１﹐１２（一０，一六）

（１）美使馆电告国务院苏俄对北京现政府之影响至巨。

（２）广州举行提灯会，庆祝孙中山生日，并欢送其北上。

（３）天津王承斌部之第二十三师及冯玉祥收编之直军均被奉军缴械（奉军为扩编事，郭松

龄与奉军总参议杨宇霆及姜登选、韩麟春之间发生嫌隙）。

（４）吴佩孚率五舰过吴淞入长江，杜锡珪来迎。

（５）田文烈卒于北京，年六十六（１８５８至１９２４）。

１１﹐１３（一０，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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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孙中山偕汪兆铭、李烈钧、邵元冲、陈友仁、黄昌谷、朱和中等自广州赴香港（李烈

钧甫自日本归）。

（２）齐燮元在南京召集直系之苏、浙、闽、皖、赣、湘、鄂、豫、陕、川十省及海军联防

会议，决宣言对北京独立。

（３）北京国立八校致函加拉罕，请将俄国部分之庚款用于八校。

１１﹐１４（一０，一八）

（１）吴佩孚过南京西上，齐燮元登舰与晤，商组护宪军政府。

（２）孙中山自香港乘日本邮船【春阳丸】北上。

（３）前湖南省议会议长林支宇，得常澧镇守使旅长唐荣阳之助，在常德宣布就湘西建国第

一军援鄂总司令。

１１﹐１５（一０，一九）

（１）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等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冯原主委员制，不果）。

（２）张作霖晤天津美领事高思，对王正廷、黄郛表示不满，主以武力消灭长江直系势力。

（３）陈炯明到汕头，复任粤军总司令。

１１﹐１６（一０，二０）

（１）上海字林西报主禁止孙中山入住租界。

（２）安徽督理马联甲，因受寿州李传业之压迫去职，皖南镇守使王普入安庆，称总司令。

１１﹐１７（一０，二一）

（１）孙中山至上海，欢迎者数千人。

（２）吴佩孚至汉口，随行部队六千人，萧耀南来晤。

（３）齐燮元（苏）、孙传芳（浙）、萧耀南（鄂）、刘镇华（

陕）、吴佩孚、杜锡珪（海军）、马联甲（皖）、蔡成勋（赣）、周荫人（闽）、萨镇冰、张福

来（豫）、刘存厚、刘湘、杨森、邓锡侯（川）、袁祖铭（黔）等通电倡议黄河上游及长江各

省同志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并宣布组织大纲（该电实由吴发出）。

（４）齐燮元通电直系各省当局，主联省自保，推吴佩孚为联省海陆军训练总司令。

（５）张继与俄大使加拉罕在北京谈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关系，加对国民党表示善意。

（６）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徐炳昶、孙伏园、顾颉刚等主编之【语丝】周刊出版。

１１﹐１８（一０，二二）

（１）湘西熊克武军占领常德，败唐荣阳旅，解散林支宇之司令部。

（２）奉军李景林任直隶保安总司令。

１１﹐１９（一０，二三）

（１）孙中山在上海招待记者，宣布北上目的一为召开国民会议，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并

斥上海外报谬论。

（２）吴佩孚自汉口到郑州，设护宪军前敌总司令部，即赴洛阳。

（３）直系将领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等二次电拥段祺瑞（反对吴佩孚组织军政府）。

（４）江苏省长韩国钧通电反对组织护宪军政府。

１１﹐２０（一０，二四）

（１）冯玉祥再电请孙中山北上。

（２）冯玉祥晤奉军第二旅长郭松龄。

（３）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全团成立。

（４）赣南方本仁及谭延闿之北伐军进向吉安（北伐军计湘军九千人，樊锺秀豫军五千人，

朱培德滇军三千人）。

（５）湖南省宪修改完毕。

（６）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李煜瀛为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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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１（一０，二五）

（１）孙中山自上海乘日轮船上海丸赴日本，戴传贤等随行，并派汪精卫先往天津。

（２）段祺瑞通告定于二十四日就临时执政职，一月内召各省区代表开善后会议，产出国民

会议。

１１﹐２２（一０，二六）

（１）孙中山在【上海丸】轮船中对日本记者谈话，中日应亲善提携，共御他国侵略。

（２）段祺瑞、冯玉祥入北京，冯即提出辞职，摄政内阁亦请辞（段拒不接受冯之辞职书）。

（３）湖北各团体通电反对在武昌设护宪军政府，齐燮元、孙传芳等亦电覆韩国钧不主组织

军政府。

（４）反对贿选之国会议员二百七十九人宣言在北京成立国会非常会议。

（５）河南士绅张钫等在郑州组织弭兵会，反对在豫作战。

１１﹐２３（一０，二七）

（１）黄郛通电声明，摄政内阁职责已尽，即于二十四日宣告辞职。

（２）王揖唐通电取消安福俱乐部。

（３）北伐军程潜（约一千人）克湖南宜章（旋为湘军唐生智击退）。

１１﹐２４（一０，二八）

（１）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摄政内阁解职，公布临时政府条例，以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龚

心湛内务，李思浩财政，吴光新陆军，林建章海军，章士钊司法，王九龄教育，杨庶堪农商，

叶恭绰交通（段之左右拟以郑孝胥掌交通未成）。

（２）吴佩孚电段祺瑞勿为冯玉祥所愚，并令冯军各归原防，否则武力周旋。

（３）张作霖率奉军千人入北京。

（４）冯玉祥通电下野，并约吴佩孚共同出洋（冯与张有意见）。

（５）孙中山抵神户，对日本记者谈话，日本应助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

１１﹐２５（一０，二九）

（１）黄绍竑到广州，与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等商定以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处督办兼第一军

长，黄为会办兼第二军长。

（２）冯玉祥访张作霖，即赴西山，并再向段祺瑞辞职（１１﹐２７段慰留）。

１１﹐２６（一０，三０）

（１）驻北京法代办照会外交部，请解决金佛郎案，照约履行。

（２）清废帝溥仪致书张作霖，拟先往盛京谒陵，再谋游学海外。

１１﹐２７（一一，一）

（１）张作霖访各国公使。

（２）山东曹州吕文秀组织国民军第五军，逐镇守使徐鸿宾。

（３）国民党以罗绮园为中央农民部部长。

１１﹐２８（一一，二）

（１）各国公使因日使之斡旋，分班贺段祺瑞（不含承认之意）。

（２）段祺瑞任王揖唐为安徽省长，兼督办军事善后事宜。

（３）江西方本仁占吉安，蔡成勋军退樟树。

（４）王正廷照会加拉罕，提出承认中东路及其它问题之一般原则协议。

（５）孙中山在日本神户讲演【大亚洲主义】。

（６）蒙古大国民会议闭幕，通过宪法，制定国旗国玺。

１１﹐２９（一一，三）

（１）清废帝溥仪自醇亲王府避入日本使馆（郑孝胥、陈宝琛等之安排，昨日监视醇亲王府

之冯玉祥军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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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张作霖对美代办抨击共产党及苏俄在华活动，盼各国采取明确政策，早日修改中外条

约（张并对英、荷等公使作同样表示）。

（３）安徽军人通电推倪道烺为安徽军事善后特派员。

１１﹐３０（一一，四）

（１）加拉罕照会王正廷，坚持先行承认，以证明中国停止仇俄态度，不再受列强左右，否

认曾云中东路一切权利属于中国（１０﹐１０;２２;２６加连次指摘中国对俄之不友好行

动）。

（２）胡景翼、孙岳及国民二军将领邓宝珊、岳维峻说冯玉祥解决北京奉军，扣留张作霖，

冯不允。

（３）孙中山离神户赴天津。

（４）章士钊令法庭检举贿选案（意在打击国会议员之活动）。

（５）曹锟之弟曹锐在北京被捕，服毒死。

１２﹐１（一一，五）

（１）段祺瑞电劝吴佩孚放下屠刀，勿碍统一。

（２）刘镇华奉段祺瑞密令，派所部师长憨玉琨东迫洛阳，吴佩孚退郑州。

（３）沈鸿英在柳州就孙中山大元帅任命之建国桂军总司令，李宗仁在南宁就任全省绥靖督

办兼广西第一军军长，黄绍竑就任会办兼第二军军长，白崇禧为绥靖公署参谋长。

１２﹐２（一一，六）

（１）张作霖率奉军突离北京，赴天津（已知胡景翼等谋不利于己），冯玉祥军即入驻北京。

（２）吴佩孚由郑州退信阳。

（３）段祺瑞以胡思义为江西省长。

（４）汪兆铭、孙科、吴敬恒、徐谦等晤国民军将领李鸣钟、张之江、刘骥。

１２﹐３（一一，七）

（１）美国务卿休士电美代办，共产党活动为中国内政问题，除非直接涉及美国利益，不便

过问。

（２）段祺瑞任卢永祥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

（３）冯玉祥再度请辞。

（４）憨玉琨军由洛阳东进，李济臣所率之鄂豫军南退许昌（旋退信阳）。

（５）黄埔军校编组教导第二团，王柏龄为团长。

１２﹐４（一一，八）

（１）孙中山由日本抵天津，受极大之欢迎，因病暂留（法领事禁在法租界开欢迎会）。

（２）孙中山访张作霖，张表示拥护，但反对共产，盼勿联俄。

（３）翟趣林致书孙中山，劝加强国民党之宣传与组织。

（４）英、美、法、日、义、比、荷七国使节会商承认段祺瑞临时执政府问题。

（５）胡景翼军占领彰德，孙岳部师长何遂间道入开封，宣布代理河南省长（胡景翼颇不怿，

孙即电何回直隶）。

（６）吴佩孚电段祺瑞，遵命入鸡公山休养。

１２﹐５（一一，九）

（１）俄大使加拉罕要求解散张宗昌部白俄兵。

（２）冯玉祥三向段祺瑞辞职（１１﹐２５及１２﹐３曾两辞）。

（３）憨玉琨占郑州，拒胡景翼军渡河。

１２﹐６（一一，一０）

（１）段祺瑞令监视曹锟，听候公判。

（２）段祺瑞任胡景翼督办河南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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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张作霖通电取消镇威军名义。

（４）江西督理蔡成勋因方本仁之压迫去职。

１２﹐７（一一，一一）

（１）张作霖、卢永祥等在津商长江军事，决请段免齐燮元职。

（２）杨树庄代理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去职）。

（３）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

１２﹐９（一一，一三）

（１）美、比、英、法、义、日、荷七国照会外交部，承认临时政府，惟要求尊重条约，不

得变更，并谓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之决议案愿尽早履行（对抗孙中山取消不平等条约主张）。

（２）上海英巡捕搜查上海大学书报（１２﹐９传询代理校长邵力子）。

（３）方本仁入南昌。

１２﹐１０（一一，一四）

（１）段祺瑞令裁撤各省巡阅使，以张作霖、张作相、吴俊升督办奉、吉、黑三省军务，三

省军务均归张作霖节制。

（２）冯玉祥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

１２﹐１１（一一，一五）

（１）段祺瑞免江苏督军齐燮元职，以省长韩国钧兼任督办，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李景林

署直隶督办，阚朝玺署热河都统（原任米振标）。

（２）胡景翼军入郑州，憨玉琨因段祺瑞之制止西退（胡军即南下占信阳）。

（３）黄埔军校教导团实施政治训练。

（４）湖北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１１﹐３０发起）。

１２﹐１２（一一，一六）

（１）法代办再照会北京外交部，催解决金佛郎案。

（２）齐燮元通电下野。

（３）长沙人力车夫罢工，反对加车租。

１２﹐１３（一一，一七）

（１）北京阁议拟下令取消曹锟宪法，宣告临时约法失效，消灭国会机关。

（２）苏人反对卢永祥及奉军南下。

（３）北京大学教授王世杰等主办之【现代评论】（周刊）出版（十六年十二月停刊）。

１２﹐１４（一一，一八）

（１）段祺瑞以方本仁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

（２）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１１﹐２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市民协会等团体发起筹备）。

１２﹐１５（一一，一九）

（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等通电否认孙中山主张共产主义。

（２）北京警卫总司令部枪毙曹锟宠幸李彦青。

（３）张家口第四混成旅哗变（翌日冯玉祥部张之江率军前往镇服）。

１２﹐１６（一一，二０）苏州人力车罢工反对加车租。

１２﹐１７（一一，二一）孙中山致书段祺瑞，不坚持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之主张，但求善后

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

１２﹐１８（一一，二二）

（１）段祺瑞以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又以鹿锺麟、刘郁芬任暂编第一第二师师长。

（２）段祺瑞派许世英、叶恭绰赴天津迎孙中山。

１２﹐１９（一一，二三）

（１）中国国民党党员反对段祺瑞之善后会议，主召国民会议，各地多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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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孙中山派于方舟、韩麟符、屈武、王乐平、傅汝霖等为北方各省宣传员。

（３）樊锺秀率建国军队豫军由江西回抵河南光州固始一带。

１２﹐２０（一一，二四）广州举行国民会议促成大会，反对北京之善后会议。

１２﹐２１（一一，二五）

（１）谭延闿之北伐军宋鹤庚入江西吉安，方本仁自南昌赴樟树拒之（方与陈炯明、赵恒惕

相结，夹击北伐军，陈命林虎、赵遣、夏斗寅助之）。

（２）熊克武、林支宇在湘西常德会议，商北伐。

１２﹐２２（一一，二六）

（１）北伐谭延闿军之前队宋鹤庚占峡江。

（２）胡景翼保米振标帮办河南军务，令率所部毅军赴豫。

（３）江苏第四师长陈调元自徐州到济南，晤张宗昌。

１２﹐２３（一一，二七）

（１）外交总长沈瑞麟答复１２﹐９七国公使照会，声明尊重前政府与各国所订一切条约（此

为承认执政府交换条件）。

（２）北伐军谭延闿之总司令部进驻赣州。

（３）唐继尧、袁祖铭间之滇黔和议成立，在黔滇军回滇，彭汉章统率袁部黔军第二师回黔。

１２﹐２４（一一，二八）

（１）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

（２）陈乐山运动松江旧部军队，复任第四师师长（系奉段祺瑞命）。

（３）苏州驻军第二师营长秦洸独立。

（４）山西阎锡山将军队扩充，以商震、赵戴文等为师旅长。

（５）段祺瑞以四川第三军长刘成勋为川边督办。

１２﹐２５（一一，二九）

（１）段祺瑞派许世英筹备善后会议（杨永泰实际负责）。

（２）日本外务省照会外交部，建议互派大使。

１２﹐２６（一二，一）

（１）中国国民党通电反对善后会议。

（２）奉系之直隶督办李景林要求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退出保定，孙调回入豫部队回保定抵

制，国民军系要求任孙为直隶省长。

（３）张宗昌部过徐州南下。

１２﹐２７（一二，二）

（１）齐燮元因苏州秦洸之变，谋抗奉军不成，离南京赴上海。

（２）孙传芳军进攻松江之陈乐山。

（３）方本仁部邓如琢、蒋镇臣师败北伐军宋鹤庚等于江西吉水，进占吉安。

（４）陈炯明在汕头自称救粤军总司令。

１２﹐２８（一二，三）

（１）吴佩孚因胡景翼军之压迫，自鸡公山入湖北，抵广水（萧耀南拒之）。

（２）张宗昌抵徐州，所部第三旅褚玉璞抵浦口。

１２﹐２９（一二，四）湘西熊克武及粤豫军谋会师武汉，萧耀南宣布保境安民，如有侵犯

者，即率师抵抗。

１２﹐３０（一二，五）

（１）段祺瑞电各省及讨伐直系各将领于明年二月一日前来北京参与善后会议。

（２）南京兵变。

（３）京津火车发生劫案，公使团严厉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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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１（一二，六）

（１）孙中山由天津扶病入北京，受极盛大热烈之欢迎。

（２）孙中山发表谈话，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

（３）唐继尧通电反对善后会议，主速开国民会议。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２５──中华民国十四年乙丑

是年川滇黔湘赣大灾荒

１﹐１（一二，七）

（１）段祺瑞邀请孙中山黎元洪参加善后会议。

（２）段祺瑞下大赦令，又命废止将军府。

（３）吴佩孚抵汉口（吴不肯入租界，萧耀南不愿其留鄂）。

１﹐２（一二，八）

（１）孙传芳军谢鸿勋攻入松江，陈乐山逃。

（２）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大会开会。

１﹐３（一二，九）

（１）萧耀南撤退岳州驻军。

（２）吴佩孚登【决川】舰赴黄州。

１﹐４（一二，一０）

（１）段祺瑞令裁撤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仍督办西北边防，即日销假，派马福祥会办西北边

防，以冯部李鸣钟任绥远都统，宋哲元代第十一师师长。

（２）段祺瑞派徐树铮为考察欧美日本政治专使（时徐在法国）。

（３）方本仁军占赣州，谭延闿之北伐军仓皇西南退（宋鹤庚走湖南）。

（４）北京国会非常会议第二次宣言，拥护团结。

１﹐５（一二，一一）

（１）孙传芳电段祺瑞反对奉军南下。

（２）云南唐继尧通电与黔军合作，协攻武汉。

（３）陕南镇守使吴新田入西安。

（４）班禅行抵太原，政府派达寿前往慰劳。

（５）汪兆铭晤冯玉祥于西山。

（６）苏俄大使加拉罕与日本芳泽在北京谈判。

１﹐６（一二，一二）江苏省长兼督办韩国钧以冷遹为全省水陆警备司令。

１﹐７（一二，一三）

（１）段祺瑞特任镇威上将军张作霖督办东北边防屯垦事宜。

（２）陈炯明在汕头下动员令，分三路会同方本仁攻广州。

１﹐９（一二，一五）

（１）广西沈鸿英军自昭平贺县象县分路进攻桂平蒙江，攻梧州之李宗仁黄绍竑军（沈与刘

震寰林俊廷相结）。

（２）广州大本营令改粤汉路公司为官督商办。

（３）齐燮元嗾使驻上海之第六、第十九师军官迫师长宫邦铎离职。

１﹐１０（一二，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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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卢永祥、张宗昌率奉军入南京。

（２）段祺瑞改萧耀南之湖北督军为军务善后督办。

（３）蔡成勋旧部旅长张庆昶袭南昌未成（张部后入浙归孙传芳）。

（４）邹鲁、谢持等之【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披露共产党员之【国民党内工作决议

案】（数日后冯自由等亦在北京组织【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

１﹐１１（一二，一七）

（１）齐燮元指挥第六、第十九师联合孙传芳军击溃新任上海护军使张允明军，齐称江浙联

军第一路总司令，孙传芳称第二路总司令，宣言拒奉军南下（张部分别被租界缴械及孙传芳

改编）。

（２）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回奉天，并撤回关内一部分奉军（履行与冯玉祥所订密约之一部

分）。

１﹐１２（一二，一八）

（１）段祺瑞令卢永祥等速平上海事变。

（２）北伐军左翼总司令程潜为唐生智诱拘于湖南汝城（旋释）。

（３）东南大学校董教职员等反对教育部免校长郭秉文职，主教育独立，不当随政潮进退（时

马叙伦代理部务）。

１﹐１３（一二，一九）

（１）冯玉祥因奉军已退出北京并出关，即赴张家口视事，检阅军队。

（２）段祺瑞下令奖孙传芳，并以陈调元帮办江苏军务，白宝山为海州护军使，马玉仁为淮

阴护军使，以孤齐燮元势。

（３）福建省议会公布省宪。

１﹐１４（一二，二０）

（１）上海领事团禁止中国失意军人在租界活动。

（２）卢永祥在南京组织宣抚军，对付上海事变，以张宗昌、臧致平、陈调元任一、二、三

军总指挥。

（３）苏州驻军秦洸为第二师师长吴恒瓒所逐，齐燮元军进向镇江。

１﹐１５（一二，二一）

（１）中国国民党内部发生共产派与反共产派之争（马素在上海批评共产党，指摘苏俄，鲍

罗廷挟制汪兆铭，开除马素之国民党籍）。

（２）广州联军以陈炯明军西犯，由总司令杨希闵颁布东征命令（联军乃合许崇智粤军、谭

延闿湘军、杨希闵滇军、刘震寰桂军、朱培德建国第一军及其余之赣鄂豫与中央直辖各建国

军而成，约十万余人）。

（３）齐燮元、孙传芳宣布撤退上海驻军，废除上海军职，迁徙兵工厂。同时段祺瑞亦下令

裁撤淞沪军使，兵工厂停止工作，招商承领，改为商业工厂，先由上海商会接收，上海嗣后

永不驻军及设置军事机关。

（４）段祺瑞以孙岳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

１﹐１６（一二，二二）段祺瑞以卢永祥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郑士琦督办山东军务，

孙传芳督办浙江军务，周荫人督办福建军务，王汝勤帮办湖北军务，卢金山为长江上游副司

令。

１﹐１７（一二，二三）

（１）孙中山电段祺瑞，对善后会议主张（一）

兼纳人民团体代表，以表示全民之利害情感，并导国民于通力合作之途；（二）会议涉及之

军事财政最后决定之权，须还之国民会议。如容纳此条件，则赞同善后会议。

（２）段祺瑞以阎锡山、刘镇华、陆洪涛、杨增新分任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军务督办，



- 418 -

张宗昌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

（３）奉军张宗昌部白俄兵聂洽也夫占镇江，齐燮元军退常州。

（４）陆军总长吴光新南下查办。

（５）日俄协议将成立，外交部照会该两使，凡有关中国主权事件，非先得中国同意，一概

无效（该协议于二十日签字）。

１﹐１８（一二，二四）

（１）上海电报局职工罢工（阻齐燮元与长江各省联络）。

（２）段祺瑞派憨玉琨（刘镇华部师长）为豫陕甘剿匪副司令。

１﹐１９（一二，二五）

（１）中玻（玻利维亚）通好条约在智利京城互换。

（２）孙传芳军卢香亭师自上海抵无锡，援齐燮元。

１﹐２０（一二，二六）

（１）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揭幕（１９２４﹐１２﹐１９共产国际代表胡

定康为中共策划）。

（２）段祺瑞下令通缉齐燮元，并没收其财产。

（３）张宗昌军占常州。

（４）蒋中正函劝谭延闿，请湘军与粤军共同作战。

（５）蒋中正函请黄郛以全力事孙中山。

（６）日俄条约在北京签字，两国恢复邦交，承认一九０五年朴次茅斯条约有效，日本退出

库页岛北部（２﹐２５批准）。

１﹐２１（一二，二七）

（１）段祺瑞之执政府开特别会议，决定对孙中山态度。

（２）中国共产党发表【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

（３）广州举行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廖仲恺主席。

１﹐２２（一二，二八）

（１）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设中央北方局于北京（书记蔡和森）及中央长江

局于汉口（张国焘主之），并发表宣言反对段祺瑞之善后会议，主在民众组织中召集国民会

议，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内军阀。

（２）段祺瑞以郑金声、何遂、徐永昌等为师旅长（何徐等均国民军孙岳部）。

（３）孙传芳军卢香亭师自无锡东退。

（４）袁祖铭占贵阳。

１﹐２３（一二，二九）孙传芳军自上海撤往松江。

１﹐２４（一，一）

（１）袁祖铭推卢焘为贵州省行政委员长，彭汉章为贵州清乡总司令。

（２）唐继尧之建国滇军第二路总指挥龙云（辖卢汉、朱旭、张冲等五旅）进入广西，占领

百色（唐与广州之桂军刘震寰及广西之沈鸿英等相结，另以唐继虞为第一路，取道贵州入桂

北，辖吴学显、张汝骥、刘显潜、王洁修等军，胡若愚为第三路，进向靖西，辖杨瑞昌等三

旅，三路合计约五六万人）。

（３）苏俄外长翟趣林照会外蒙政府，准备撤退库伦红军。

１﹐２５（一，二）张宗昌军败齐燮元于无锡，另支占江阴。

１﹐２６（一，三）

（１）齐燮元军在无锡焚掠，溃走苏州，张宗昌、吴光新占无锡。

（２）陈炯明军向虎门进攻。

（３）孙中山入北京协和医院受手术，医生断为不治之症（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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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一，四）公使团照会外交部，要求严令江苏当局禁止军队进入上海租界及其附近

（２﹐４外交部覆允）。

１﹐２８（一，五）

（１）齐燮元军溃退上海，齐即逃往日本。

（２）孙传芳军与奉军相持于长兴宜兴间，并请卢永祥率军北还。

（３）日本提议无线电信由中日美共同经营。

（４）北京电车工人罢工（因兵士殴打工人）。

１﹐２９（一，六）

（１）段祺瑞覆拒１﹐１７孙中山主张。

（２）张宗昌率奉军万人抵上海，与孙传芳军相持于沪南。

１﹐３０（一，七）

（１）中国国民党议决党员概不参加善后会议。

（２）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与沈鸿英部之战开始（黄绍竑及驻梧州之粤军第一师长

李济琛部旅长陈济棠进攻沈鸿英于信都贺县，俞作柏自蒙江进攻蒙山，李宗仁、白崇禧由桂

平进向武宣象县，是日占领武宣）。

（３）福建督办周荫人、省长萨镇冰否认已公布之省宪法。

（４）教育次长马叙伦解散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因学生反对部派校长）。

１﹐３１（一，八）北京外交部电令驻外各使分向各驻在国提出召集关税会议之要求。

２﹐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２﹐１（一，九）

（１）广州东征军开始前进，许崇智（俄顾问嘉伦同行）粤军任右翼（当陈军洪兆麟），杨

希闵滇军任左翼（当林虎），刘震寰桂军攻惠州城，粤军参谋长兼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

率黄埔学校学生及两教导团参加右翼粤军，第一次东征开始。

（２）广州【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共产党主之，由黄埔军校学生所组成，蒋先云、

王一飞领导）。

（３）段祺瑞发表政治建设宣言。

（４）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通电讨伐沈鸿英。

（５）北京善后会议开幕，许世英任秘书长。

（６）青岛佐世保间之海底电线向日本收回。

２﹐２（一，一０）

（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仰体总理意旨，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决不参加。

（２）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军（锺祖培、吕焕炎等纵队）败沈鸿英部邓瑞澄、邓佑文师于武

宣二塘，占领象县。

（３）英俄复交。

２﹐３（一，一一）

（１）孙传芳因吴光新之调停，到上海晤张宗昌，订立和约。

（２）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大破沈鸿英部邓瑞澄、邓佑文于武宣，占领象县、蒙山。

（３）孙中山覆加拉罕，劝勿与北京交涉，盼与广州建立正式关系。

２﹐４（一，一二）

（１）广东东征军右翼粤军占石龙，党军教导团克东莞。

（２）广西黄绍竑军俞作柏纵队败沈鸿英部陈春光陆日高旅，占领蒙山（２﹐６占荔浦）。

（３）段祺瑞电令各省区停止军事行动。

（４）上海兵工厂由上海总商会接收。

２﹐５（一，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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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海孙传芳军退松江。

（２）粤军李济琛部陈济棠旅及桂军黄绍竑部夏威纵队，败沈鸿英沈荣光师于信都。

２﹐６（一，一四）

（１）段祺瑞以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虞和德会办，杨树庄继杜锡珪任海军总司令。

（２）归粤滇军将领杨希闵、范石生、胡思舜通电回师讨唐继尧（去冬唐派人说李宗仁、黄

绍竑合攻广东，解决滇军，被拒）。

２﹐７（一，一五）

（１）段祺瑞令改川边道为西康特别行政区域，以杨森为四川督办，赖心辉为四川省长，刘

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该省区军队，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刘文辉帮办四川军

务。

（２）居正晤屯驻湘西之熊克武、汤子谟、蔡巨猷、贺龙（居正寻赴长沙，晤赵恒惕，转开

封）。

（３）京汉铁路工人在长辛店举行【二七】死难烈士追悼会，孙中山派代表马超俊参加。

（４）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辛店举行（２﹐１０发表宣言）。

２﹐８（一，一六）

（１）胶济路工人罢工（反对路局局长）。

（２）援桂（黄绍竑李宗仁）湘军叶琪李品仙旅占全州。

（３）四川杨森部占绵阳，第十师师长刘斌被迫东走（时杨森决以武力打破防区，统一四川，

其后消灭雅州邛州之第三军刘成勋、嘉定之第八师陈洪范，击败叙府之第九师刘文辉及占领

绵阳后，继又压迫田颂尧退出潼川，邓锡侯部退出安岳乐至，并改编遂宁之第七师陈国栋）。

２﹐９（一，一七）

（１）上海日本内外纱厂工人三万余罢工，要求恢复被革工友，改良待遇。

（２）东南大学校董会否认教育部免郭秉文校长职之命令。

（３）冯玉祥电刘镇华、胡景翼，调解豫陕之争（渭北之师归豫，豫西之师归陕）。

（４）广西白崇禧部占领柳州，邓瑞澄、邓佑文东北走中渡、桂林。

２﹐１０（一，一八）

（１）中国国民党通电反对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希望人民团体自行制定。

（２）段祺瑞以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节制贵州军队及驻川黔军。

２﹐１１（一，一九）

（１）外交部因日俄协议中有苏俄承认朴次茅斯条约之声明有碍中国利益，即向日俄两使抗

议。

（２）张作霖以吉督张作相兼中东路护路司令，吉省长王树翰兼特别区行政长官（原任朱庆

澜）。

（３）段祺瑞以龚积之为山东省长。

（４）胡景翼电京诋憨玉琨，自请辞职。

（５）东征军粤军肃清广九铁路沿线。

（６）广西俞作柏纵队占平乐，白崇禧部占中渡，进取桂林。

２﹐１２（一，二０）外交团领袖公使荷使欧登科向外交部提出劝告，请设法恢复国有铁路

之常态。

２﹐１３（一，二一）

（１）冯玉祥向俄订购大批军械。

（２）善后会议第一次大会通过议事细则（熊希龄、杨永泰、黄郛、胡适等起草），推赵尔

巽、汤漪为正副议长。

２﹐１４（一，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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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段祺瑞以奉系之郑谦继韩国钧为江苏省长。

（２）粤桂军李济琛黄绍竑部再败沈鸿英部，占领贺县。

（３）上海奉军西移昆山等地。

（４）汉冶萍公司与日本正金银行订成立借款八百五十万日元。

（５）路透社电传中日俄于一月间在北京订立军事密约。

２﹐１５（一，二三）

（１）广州东征军右翼黄埔教导团由蒋中正、何应钦（教导第一团团长）指挥，于一小时半

内攻克淡水城，陈炯明部叶举、杨坤如、熊略退平山（黄埔教导团能战之名自此始）。

（２）武汉各团体反对吴佩孚留鄂。

２﹐１６（一，二四）

（１）中国国民党对金佛郎案第二次宣言，忠告临时执政府不得解决此案，应待国民会议及

正式政府办理。

（２）广西白崇禧部攻占六塘良丰，毙沈鸿英部旅长莫显成。

（３）外交部否认中日俄三国订立密约。

（４）上海日本内外纱厂罢工工人殴毙日人，捣毁厂物。

２﹐１７（一，二五）

（１）广州东征军滇军（杨蓁）攻占博罗。

（２）白崇禧部（李石愚、陆超、锺祖培）占桂林，沈鸿英部（邓佑文、邓瑞澄）北走全县。

（３）段祺瑞任王天培督办贵州军务，周西成会办，彭汉章为贵州省长。

２﹐１８（一，二六）

（１）驻法公使陈箓与比国代表签订陇海铁路新借款条约，债额二千三百万元，以二千万元

赎到期旧债。

（２）孙中山自协和医院移往铁狮子胡同顾宅（协和医院已宣布无效）。

２﹐１９（一，二七）

（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通过，如孙中山不讳，政府改为合议制（汪兆铭自北京电请）。

（２）憨玉琨电段祺瑞，责胡景翼军西侵。

（３）财政外交两部当局宴法使，交换解决金佛郎案之让步办法（法国以承认关税会议为解

决金佛郎之交换条件）。

２﹐２０（一，二八）

（１）广东东征军右翼教导团（何应钦、钱大钧）及粤军（张民达师及许济旅）大败洪兆麟

于平山（翌日占领），中路桂军（韦冠英）占飞鹅岭，迫惠州。

（２）日公使向外交部抗议上海日纱厂罢工事件。

（３）奉军大部退出上海。

２﹐２１（一，二九）

（１）段祺瑞以沈瑞麟继唐绍仪为外交总长。

（２）派孙岳调停河南胡景翼憨玉琨之争。

２﹐２２（一，三０）

（１）国民党宣言反对临时政府与法使磋商解决金佛郎案。

（２）段祺瑞分电河南之胡景翼、憨玉琨将驻军各退三十里听候解决。

（３）胡景翼憨玉琨两军在河南禹县开始冲突。

２﹐２３（二，一）

（１）滇军第二路龙云自广西百色进占南宁，李宗仁部伍廷扬北退宾阳（一说滇军于３﹐１

２入南宁，恐误）。

（２）广西白崇禧部占全州，邓瑞澄、邓佑文分走湘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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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孙中山病危，同意于汪兆铭代拟之遗嘱。

（４）清废帝溥仪由日人护送离北京日本使馆走天津，罗振玉同行，入日租界，由日总领事

吉田茂照料。

２﹐２４（二，二）

（１）俄大使加拉罕向外交部抗议奉军张宗昌招用白俄军队（广东陈炯明向加抗议赤俄军人

参与粤战）

。

（２）广西黄绍竑部夏威纵队败沈鸿英军，占领钟山。

（３）日使馆通知外交部，清废帝溥仪已自日使馆潜赴天津租界。

（４）段祺瑞再令胡景翼憨玉琨部分别移驻，并派孙岳往查。

２﹐２５（二，三）

（１）俄大使加拉罕照覆外交部，朴次茅斯条约，中国于一九０五年及一九一五年两次与日

本订约，已自直接承认。

（２）国会非常会议议员（即未参加贿选者）开会，主由该会起草国民会议组织法。

（３）陕西督办刘镇华赴洛阳，助憨玉琨抗胡景翼（刘为吴新田所逼）。

（４）班禅喇嘛抵北京，受政府隆重欢迎。

（５）王揖唐到湖北黄州，访吴佩孚。

（６）特派熊希龄督办永定河决口堵筑工程事宜。

２﹐２６（二，四）

（１）上海日本内外纱厂罢工，因各团体之调解，圆满解决。

（２）于右任与冯玉祥晤谈。

２﹐２７（二，五）

（１）广州东征军右翼粤军张民达师占海丰（３﹐１占陆丰），会合教导团分三路进取潮汕。

（２）卢永祥请废除江苏军务督办，并将江浙军调赴国防区域。

２﹐２８（二，六）河南胡景翼、憨玉琨战事剧烈，胡军占荥阳，津浦路奉军向徐州集中。

２﹐广州青年军人联合会之【中国军人】发刊。

３﹐１（二，七）

（１）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会。

（２）广州东征军左翼滇军第二军范石生撤防，西赴广西，抗东进之唐继尧，图回云南。

（３）段祺瑞派王正廷督办中俄会议事宜，郑谦（奉系）会办。

（４）全国各省工会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国民党马超俊主之）。

（５）第一次内蒙古国民党代表大会在张家口举行，白云梯主之，孙中山派徐谦、李烈钧参

加（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郭道甫为秘书长，派乌兰夫等赴苏俄、外蒙古留学）。

３﹐２（二，八）

（１）滇军龙云部自南宁到贵县，分路东进，谋联合陈炯明部取广州。

（２）胡景翼军占巩县。

（３）苏俄大使声明苏俄人民不受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审判。

３﹐３（二，九）

（１）广州东征军右翼粤军第七旅（许济）击破洪兆麟援军李云复、锺绍斌于鲤湖附近，进

向普宁（翌日占领）。

（２）吴佩孚自黄州率决川浚蜀二舰赴岳州（事先吴得杜锡珪电，知第二舰队司令许建廷来

黄州，适赵恒惕邀游湘，遂离黄州）。

（３）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因巡捕踢毙一车夫）。

３﹐４（二，一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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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日公使答复外交部上月抗议，谓日本依照朴次茅斯条约所得权利，一九０五年中日条

约中中国已承认不因中俄或日俄协定而受影响。

（２）陈炯明自汕头乘军舰走厦门（寻赴上海）

，所部退回闽边。

３﹐５（二，一一）

（１）移北京办理之倪道烺杀安庆学生姜高琦案在检察厅预审（北大教授高一涵等与司法总

长章士钊因此案发生争论）。

（２）刘镇华电告，孙岳军助胡景翼军作战。

（３）广州东征军右翼军许济克揭阳。

（４）梁士诒自香港抵北京。

３﹐６（二，一二）俄大使照会外交部，谓外蒙俄兵已全撤退。

３﹐７（二，一三）

（１）广州东征军右翼军张民达师许济陈铭枢旅占领潮州汕头，洪兆麟退饶平，叶举退大埔。

（２）四川杨森、刘文辉两军因争自流井盐税，发生冲突，袁祖铭、赖心辉、邓锡侯等助刘

文辉。

（３）安徽二旅长李传业免职（李与倪道烺均反对王揖唐）。

３﹐８（二，一四）

（１）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在北京成立（内包有同盟会、民元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民九以后

之国民党，冯自由、彭养光主之，章炳麟、唐绍仪、马君武、白逾桓等均列名）。

（２）胡景翼军岳维峻师占领洛阳，刘镇华、憨玉琨等西退。

３﹐９（二，一五）

（１）北京政府否认金佛郎案秘密解决之说。

（２）新任东南大学校长胡敦复到校就职，被教授学生殴辱驱逐，并迫令声明永不就职。

３﹐１０（二，一六）

（１）广东林虎军与滇军成立密约，自河源老隆回师普宁、河婆，袭击东征军右翼，截断其

后方连络线。

（２）加拉罕照会外交部，谓库伦红军已撤退完毕，盼中国今后对外蒙采取和平方法。

（３）汪兆铭等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声明与【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无任何关系，并

开除冯自由等党籍。

（４）北京各国公使会议，允加拉罕参加公使团社交集会。

３﹐１１（二，一七）孙中山签字于遗嘱（另有致苏俄遗书，盼继续援助国民党之民族革命

工作）。

３﹐１２（二，一八）

（１）上午九时三十分，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年六十。

（２）广东东征军陈铭枢旅及吴铁城之警卫军败林虎（黄业兴师）于河田。

（３）临时执政追认奉俄协议作为中俄协议附件。

（４）广东民船二千余只罢工（反对政府征收船舶登记税）。

（５）段芝贵卒于天津，年五十六岁（１８７０至１９２５）。

３﹐１３（二，一九）

（１）蒋中正及俄顾问嘉伦、党代表廖仲恺督黄埔教导团长何应钦、钱大钧及粤军第七旅长

许济与陈炯明之第一军林虎部黄任寰师王定华旅、第二军刘志陆剧战于棉湖鲤湖和顺，教导

团之第一、三两营死伤甚重。

（２）广州大元帅府会议裁大元帅职，解除胡汉民代帅职务，未有结果。

（３）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齐诺维夫及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分电国民党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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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之丧。

（４）法使抗议将庚子赔款之德国部分已成关余作公债基金（英美日三使亦继起抗议）。

３﹐１４（二，二０）

（１）蒋中正大破林虎、刘志陆于棉湖，林刘退向兴宁五华。

（２）刘镇华军退陕州，电请北京政府制止胡景翼军追击。

（３）江浙两省太湖流域，各属进行自治，电请撤退该区军队。

３﹐１５（二，二一）

（１）孙中山大殓（其遗体由北京协和医院施以手术，永久保存）。

（２）中国共产党致唁国民党，盼国民党仍为中山主义所统一。

（３）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孙中山逝世告中国民众书，赞助国民党及其所领导之民族自由运动。

（４）东征军粤军占领紫金。

（５）晋阎锡山、陕吴新田、甘陆洪涛电段祺瑞，请再派公正大员调停豫省战事（阎等均袒

刘镇华）。

３﹐１６（二，二二）

（１）段祺瑞公布十四年八厘公债条例，债额一千五百万元，以停付之德国庚子赔款项下之

款为担保。

（２）教育总长王九龄到部就职，为国立八校教职员所阻，由军警保护到任，段祺瑞下令免

次长马叙伦职。

（３）范石生、黄绍竑到广西桂平，阻唐继尧军东进。

（４）云南大理地震剧烈，山脉崩裂，洱海沸腾，全城被毁，死者四千余人。

３﹐１７（二，二三）

（１）蒋中正率教导团及粤军追击林虎。

（２）洪兆麟自梅县袭攻潮安，为粤军第二师张民达所击败。

（３）刘镇华部袁英旅败于渑池，西走陕州。

（４）陕西胡景翼部田玉洁、冯毓东及杨虎城占潼南华阴（３﹐１９占大荔）。

（５）各公使允俄大使加入使团，并承认俄为辛丑和约国之一。

３﹐１８（二，二四）

（１）东征军教导团第一团何应钦占领五华。

（２）唐继尧宣布在滇就副元帅职（去年十月孙中山所委，唐迄未就职，至是以中山病逝，

阴结刘震寰、杨希闵，谋夺取两广）。

（３）外交部照会加拉罕，承认奉俄协议为中俄协议附件。

３﹐１９（二，二五）

（１）北京政府议定孙中山国葬，本日移柩中央公园社稷坛，执绋者十万人。

（２）国会非常会议第三次宣言，主依据约法解决国是（反对国民会议）。

（３）张宗昌到南京，商撤江南奉军移驻徐州。

（４）湖南省议会通过废娼案。

３﹐２０（二，二六）

（１）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讨伐唐继尧。

（２）唐继尧、赵恒惕通电主联省自治。

（３）东征军教导团钱大钧、粤军第一旅陈铭枢击破林虎军（黄业兴、王定华、李易标），

占领兴宁。

（４）广西黄绍竑军（夏威）及粤军陈济棠旅大破沈鸿英于贺县桂岭，沈部入湖南。

（５）冯玉祥、胡景翼电保孙岳督陕。

（６）王揖唐自奉天回北京（代表段祺瑞向张作霖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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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二，二七）

（１）广州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联军总司令杨希闵及谭延闿、许崇智、刘震寰、程潜、伍朝

枢、古应芬宣言秉承孙中山主义及遗嘱，继续努力，在合法政府未成立前，仍赓续成规，以

完成国民革命之工作（是日东征军始知孙中山逝世讣闻）。

（２）胡景翼军李云龙（虎臣）占陕州，杨虓（虎城）占潼关（刘镇华已退山西运城往太原，

以柴云升、张治公为镇嵩军总司令，时憨玉琨已死）。

３﹐２２（二，二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谭延闿、蒋中正等通电，谨承总理遗志，

继续努力革命。

３﹐２３（二，二九）

（１）全国中国国民党党员公祭总理孙中山。

（２）北京印刷工人全体罢工，报纸停版（二十五日解决）。

３﹐２４（三，一）

（１）北京、上海、武昌等处公祭追悼孙中山。

（２）东征军粤军第一师陈铭枢旅，教导第二团钱大钧占领梅县（林虎退赣边，洪兆麟退闽

边）。

（３）江西省长胡思义被督办方本仁逐去，段祺瑞即以方所保之李定魁继任。

（４）张作霖改编所部奉军为十八个师。

（５）陇海铁路因胡景翼军毁坏车辆，殴伤路员，比国工程师令全路停止交通，向北京要求

赔偿损失，并电请万国铁道公会主持公道。

３﹐２５（三，二）

（１）陈炯明军洪兆麟等退闽南平和，助陈之福建海军海筹舰在汕头捕去永福舰。

（２）奉俄会议（车路及航权问题），王正廷到沈阳参加。

（３）财政总长李思浩与法使拟定解决金佛郎案草约（或云二十八日）。

３﹐２６（三，三）

（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马素、冯自由、江伟藩党籍。

（２）北京阁议通过京绥京奉两路减费运送垦民办法。

３﹐２７（三，四）

（１）湘西熊克武之川滇联军内哄，贺龙投赵恒惕，攻汤子谟，赵恒惕派贺耀组第一师进攻

熊军。

（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不承认唐继尧之副元帅。

３﹐２８（三，五）

（１）范石生、黄绍竑军与滇军龙云部开始战于广西贵县南宁间。

（２）沈鸿英趁白崇禧南去，与唐继尧相结，袭据桂林，沈荣光袭据平乐。

（３）孙传芳通电发表其废督裁兵主张。

３﹐２９（三，六）

（１）鲍罗廷自广州到张家口晤冯玉祥。

（２）蒋中正任周恩来为军法处处长。

（３）淮阴西坝盐工万人罢工，要求增加工价（四月三日解决）。

３﹐３０（三，七）

（１）全国省议会联合会（二十四日在北京开会）宣言督促各省制定省宪。

（２）吴佩孚诞辰（阴历），各方代表集岳州。

（３）湖南省宪修改后投票可决。

（４）蒋中正任何应钦兼教导第一、第二团指挥官。

４﹐１（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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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冯自由、马君武等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表成立宣言（反对共产党）。

（２）英、美、日、义、比、葡、西反对法国单独与中国解决金佛郎案，主八国联合解决庚

款用金用纸问题。

（３）安徽旅长倪朝荣、华●章等通电拒督办王揖唐回任，并主废督。

４﹐２（三，一０）

（１）孙中山柩由中央公园移殡西山碧云寺，送殡者十余万人。

（２）广东北江滇军调回广州。

４﹐３（三，一一）外交部派驻西班牙公使刘崇杰为全权代表与委内瑞拉国签订通好条约。

４﹐４（三，一二）

（１）北京阁议决定孙中山国葬，以南京紫金山为国葬地。

（２）广西自治军韩彩凤联合邓佑文部，谋袭柳州东泉上雷。

（３）赵恒惕通电主以裁兵弭乱，以联治建国。

（４）日本外务省事务官朝冈到北京，办理中日文化事业协定，教育界反对该协议之存在。

４﹐５（三，一三）

（１）蒋中正自汕头回抵广州。

（２）湖南赵恒惕电湘西熊克武唐继虞之川滇联军，限于二星期内出境。

（３）北军常德盛（毅军）自江西走皖南婺源（旋被皖军王普缴械）。

４﹐６（三，一四）广西黄绍竑、范石生军与滇军龙云部战于永淳。

４﹐７（三，一五）北京阁议通过设立临时参政院，以辅佐执政。

４﹐８（三，一六）

（１）广州桂军总司令刘震寰部发表宣言，指责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讨唐之不当。

（２）粤军第二师长张民达溺毙于潮安。

（３）外部照会法使，催开关税特别会议，并从早批准华会协议（因金佛郎案即将正式解决）。

（４）山东省政府与日本实业会社订立山东省实业借款三百五十万日元。

（５）福州学生请愿反对教会学校，被军警枪杀七人，重伤数十人。

４﹐９（三，一七）

（１）中东路俄局长伊万诺夫通告，凡非中俄籍之员工，一律自６﹐１起解职。

（２）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成立，王正廷即访加拉罕，商开会事宜。

（３）法使允将昨日外部要求转法政府。

４﹐１０（三，一八）

（１）河南省督办兼国民第二军军长胡景翼患疔暴卒，年三十四岁（１８９２至１９２５），

遗嘱令师长岳维峻代理。

（２）卢永祥召集之江苏善后会议开幕。

（３）广西沈鸿英以白崇禧部回师，退出桂林，与邓佑文据义宁古化。

４﹐１１（三，一九）

（１）四川杨森部分路进迫内江资中，夹攻省长赖心辉之边防军，赖与刘文辉联合抵抗，战

于自流井内江一带。

（２）海军陆战队旅长杨砥中在上海被暗杀。

４﹐１２（三，二０）

（１）外交部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与法使签定中法金佛郎案（即互换）。

（２）上海、广州、武汉等处举行极盛大之追悼孙中山大会。

（３）俄大使加拉罕照会外部，责问张宗昌部下之白俄兵迄未解散，如何处理，应于中俄会

议前答复。

４﹐１３（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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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段祺瑞公布临时参政院条例。

（２）段祺瑞拟下岳维峻督豫令，因张作霖要求同时下张宗昌督鲁令而搁置。

（３）湖南叶开鑫、贺耀组军败湘西川军，占桃源。

（４）黄埔军校教导第一、第二团改为党军第一旅，何应钦任旅长（廖仲恺任党代表）。

（５）苏俄顾问任德江等抵北京（原拟赴国民军第二军，以胡景翼卒，暂留北京）。

４﹐１４（三，二二）

（１）段祺瑞以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王九龄因教育界反对，请假）。

（２）外交部驳覆三月十三日法美等使照会。

４﹐１５（三，二三）

（１）滇军第三路胡若愚部联合南宁之第二路龙云及钦廉邓本殷军，夹击黄绍竑、范石生、

杨蓁军，黄等败退贵县。

（２）湖南叶开鑫、贺耀组军占领常德，熊克武、蔡巨猷退向辰州沅州（唐继虞滇军旋亦撤

退）。

４﹐１６（三，二四）

（１）俄顾问嘉伦致书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请于该校设立专科，训练递信联络人才。

（２）广东省长通令改香山县为中山县（永丰舰亦改为中山舰）。

（３）赵恒惕以贺龙为澧川镇守使。

４﹐１７（三，二五）

（１）段祺瑞命刘湘制止四川杨森与赖心辉刘文辉之战。

（２）刘镇华离太原经蒲州朝邑回陕。

（３）粤汉路（广东段）工人罢工。

４﹐１８（三，二六）

（１）北京善后会议第二十一次大会，通过国民会议条例。

（２）张作霖连促段祺瑞下张宗昌督鲁令，段拟以鲁督郑士琦调皖，本日派吴光新往商郑士

琦。

（３）萧耀南通电主速定宪法，以解决废督裁兵问题。

４﹐１９（三，二七）

（１）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万余罢工，反对厂主虐待（五月九日解决）。

（２）斯大林命海参崴立即运油料赴粤。

４﹐２０（三，二八）困守惠州之陈炯明部杨坤如与滇军第三军胡思舜妥协，胡部入城。

４﹐２１（三，二九）

（１）北京善后会议闭幕。

（２）北京政府正式公布中法金佛郎案新协定。

（３）教育总长章士钊修改国立大学条例，段祺瑞正式任命胡敦复为国立东南大学校长，该

校教授反对胡氏，宣言停职。

（４）鲍罗廷与冯玉祥商定将俄顾问【任德江】

等改入国民军第一军工作，而以军火为交换（是月底，俄顾问三十一人自北京到张家口）。

（５）各国公使承认加拉罕于举行外交典礼仪式时为外交团领袖（由意大利公使口头转告加

拉罕及外交部，并留备忘录，加拉罕表示同意。加拉罕曾询及其是否亦为辛丑和约国之领袖，

公使团否认）。

（６）黄埔军官学校教导第三团成立，钱大钧兼团长。

４﹐２２（三，三０）江苏省议会进行制定省宪。

４﹐２３（四，一）

（１）四川民团协会进行阻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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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广西白崇禧军（锺祖培等）败沈鸿英于义宁。

４﹐２４（四，二）

（１）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议决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财政善后委员

会条例。

（２）段祺瑞下取消法统令。

（３）段祺瑞以岳维峻为河南督办，张宗昌为山东督办，郑士琦为安徽督办，姜登选为苏皖

鲁剿匪总司令。

（４）直隶督办李景林查抄王承斌、王毓芝、吴毓麟、高凌霨、张志潭、刘梦庚、赵玉珂、

陆锦八人财产。

（５）义、比二使要求援法例，以金佛郎付庚子赔款。

（６）广州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对抗共产份子，陈诚等承廖仲恺之命所组织）。

（７）广西白崇禧大破沈鸿英部（邓佑文、沈荣光等）于桂林古化间之两江塘，歼其主力。

４﹐２５（四，三）

（１）蒋中正、廖仲恺自广州赴汕头，与许崇智商应付滇桂军。

（２）俄大使加拉罕向外部抗议东三省借日款筑洮南齐齐哈尔铁路，妨碍中东路及海参崴发

展，如不得圆满答复，不开中俄会议。

（３）湖北省宪筹备处成立。

４﹐２６（四，四）

（１）非常国会议员拟在北京集议，反对解决金佛郎案及取消法统，为警察驱散。

（２）陕甘将领吴新田、孔繁锦要求国民第二军退出潼关。

４﹐２７（四，五）

（１）广州杨希闵派滇军夺占石井兵工厂（谋应唐继尧）。

（２）广西黄绍竑、范石生败唐继尧部龙云、胡若愚，围攻南宁。

（３）苏俄政府训令北京俄大使加拉罕，准予担任公使团领袖。

（４）蒙古请愿团反对移民屯垦蒙境。

４﹐２８（四，六）

（１）蒋中正、许崇智、廖仲恺、嘉伦在汕头密议，决回师平杨希闵、刘震寰（廖、嘉即返

广州）。

（２）苏俄顾问要员与加拉罕、鲍罗廷、Gecher商对冯玉祥军工作方针。

（３）重庆刘湘、袁祖铭等任赖心辉为前敌总司令，刘文辉、邓锡侯为副司令，准备对杨森

作战（时杨以王缵绪、王正钧、蓝文彬分任北、东、南三路总指挥，自遂宁、内江、泸州攻

重庆，黄毓成为总司令）。

（４）班禅喇嘛自北京往游杭州。

４﹐２９（四，七）

（１）奉天日本总领事向张作霖要求（一）允日本资本发展满洲实业。（二）改订满洲商租

案。（三）

禁止抵制日货。（四）允日本在奉天设立无线电台，并在奉天安东间设长途电话。（五）满洲

日邮暂不撤去。

（六）允日本学校招收华生。（七）日侨如受损失，须予赔偿。（八）胡匪未肃清前，日军不

能安全撤退。

（２）青岛日纱厂罢工，日使向外交部要求防止。

（３）教育总长章士钊拟合并北京国立八校考试师生，教育界反对。

（４）湖南第三师长叶开鑫到叙浦，追击熊克武军。

（５）中国国民党任蒋中正为党军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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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０（四，八）

（１）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等机关被封。

（２）北京任石瑛为国立武昌大学校长。

（３）安南暹罗华侨代表到北京，请于安南设领事，暹罗派公使。

５﹐１（四，九）

（１）段祺瑞公布国民代表会议筹备处条例及修正临时参政院条例。

（２）段祺瑞下临时参政院召集令，派赵尔巽、汤漪、汪大燮、熊希龄、王家襄、黄郛、徐

绍桢、刘骥等三十人为参政，赵、汤为正副院长。

（３）段祺瑞任吴新田为陕西督办，刘治洲（代表国民二军）为陕西省长，孔繁锦为陕甘督

办。

（４）段祺瑞令禁止军人入党。

（５）湖南叶开鑫军占辰州，熊克武、蔡巨猷向西南退走。

（６）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会，林伟民为主席，刘少奇、刘文松为副主席，邓中夏

为书记长，并选举林、刘、邓及苏兆征、李立三、刘华、项英、李森等为执行委员。

（７）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５﹐１２闭会，即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

（８）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告中国工农阶级及军民书。

５﹐２（四，一０）

（１）许崇智宣布潮梅实施党治。

（２）苏俄派驻广东及参加东江战事之军官十九人姓名表送交许崇智。

（３）北京美使馆电告国务卿，苏俄军火陆续自库伦接济冯玉祥，不久将交付机关枪五千挺。

５﹐３（四，一一）

（１）段祺瑞公布各省区法定团体互选参考程序、建设会议条例、国宪起草委员会规则。

（２）段祺瑞派许世英筹备国民代表会议事宜。

（３）广西白崇禧军攻占古化，沈荣光、杨子德北走（沈鸿英部肃清）。

５﹐４（四，一二）

（１）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令裁撤兵工厂长职，改委员制（调解滇粤军之争潮，以杨希闵所保

之夏声为委员长，而以杨列名讨唐继尧电为条件）。

（２）闽南民军高义等击败周荫人军孔昭同旅于泉州。

（３）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委员会由外交部与日公使芳泽交换议定文件，中国委员十一人，日

本委员十人，以华人为委员长（定柯劭忞）。

（４）英国下院通过退还庚子赔款。

（５）上海日商内外纱厂工人因生计困难二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五卅惨案之导火线）。

５﹐５（四，一三）谭延闿、杨希闵、许崇智、程潜通电讨唐继尧（刘震寰未列名，杨虽列

名非其本愿）。

５﹐６（四，一四）上海各团体以地方长官军警及海军包庇鸦片，电请查办。

５﹐７（四，一五）

（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宣言，反对解决金佛郎案，指责北京当局损失国库

一万万元，并以收回之一千余万元分润军阀，助长内乱（浙湘省议会亦有通电反对）。

（２）北京学生举行国耻纪念及追悼孙中山大会，教育总长章士钊预行知照警察禁止，学生

愤而捣毁章宅，有十八人被捕。

（３）广州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会，决定组织全国总工会。

（４）芜湖织布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未成）。

５﹐８（四，一六）

（１）汪兆铭自北京到潮州，晤蒋中正，商个人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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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杨希闵之代表请英国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助以军火，未成。

５﹐９（四，一七）

（１）北京学生请愿罢免章士钊、朱深（警察总监），恢复学生言论集会自由，释被捕学生，

不得要领。

（２）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开除学生许广平等六人。

（３）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范石生、杨蓁通电讨唐继尧。

５﹐１０（四，一八）

（１）段祺瑞下令诰诫学生。

（２）上海华界烟土实行公卖，各团体开会反对。

５﹐１１（四，一九）

（１）山东曹州吕秀文之国民军被张宗昌部毕庶澄缴械。

（２）北京学潮由警卫总司令鹿锺麟调停，学生释放。

５﹐１２（四，二０）

（１）唐继尧以副元帅名义任刘震寰为广西全省军务督办兼省长，未到任前由林俊廷代理。

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令滇军朱培德军监视刘部行动。

（２）广州杨希闵辞联军总司令职（赴香港，刘震寰亦在香港）。

（３）章士钊辞本兼各职。

５﹐１３（四，二一）

（１）廖仲恺、朱培德及俄顾问嘉伦到汕头，与许崇智、蒋中正、汪兆铭会议，通过嘉伦所

拟回师定乱计划，以蒋为总指挥（翌日，廖偕汪兆铭等回广州）。

（２）段祺瑞通电临时参政院定六月五日在北京开会。

５﹐１４（四，二二）

（１）北京政府批准加入斯璧嵫浦条约。

（２）俄人指挥蒙军侵入新疆，外部向俄大使交涉，加拉罕推托不理。

（３）上海日本内外纱厂开除工人二名，引起争执。

５﹐１５（四，二三）

（１）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宣言誓守大元帅（孙中山）遗嘱与万恶势力奋斗。

（２）上海日本纱厂罢工风潮扩大，工人顾正红等七名受伤（五卅惨案之近因）。

（３）中日（东亚兴业会社）南浔铁路第二借款二百五十万日元。

５﹐１６（四，二四）

（１）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接受总理遗嘱，并规定八月

十五日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２）段祺瑞任林长民办理国宪起草委员会事宜，王士珍为军事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梁士诒

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杨永泰副之）。

（３）段祺瑞任命刘湘兼四川军务督办，邓锡侯为清乡督办，杨森为参谋总长（谋调解川战，

并调杨森来京，免为吴佩孚所用）。

５﹐１７（四，二五）

（１）奉军复入山海关，拟驻北京附近，冯玉祥准备让出北苑及通州两地。

（２）李宗仁督锺祖培、俞作柏等破滇军前敌总指挥卢汉于广西昆仑关（５﹐１９滇军退守

南宁城）。

（３）５﹐１５受伤之顾正红卒。

５﹐１８（四，二六）

（１）中国国民党发告两广民众书，宣布唐继尧图粤罪状，一致驱逐。

（２）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开幕（初在北京，后移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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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广州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青年军人社）争讧。

（４）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执行委员二十五人，共产党占二十二人，由共产党党团书记

邓中夏领导）。

（５）上海学生追悼顾正红，被巡捕逮捕四人。

（６）冯玉祥与俄人商供给国民军军械事。

（７）段祺瑞公布国政商榷会条例。

（８）青岛日本海军陆战队枪杀工人八名。

５﹐１９（四，二七）

（１）段祺瑞以卢金山继王汝勤为长江上游总司令。

（２）段祺瑞派曾毓隽赴上海调查鸦片风潮，并申令禁烟。

（３）中东铁路督办鲍贵卿布告，不承认４﹐９俄局长伊万诺夫之命令（一作５﹐９）。

５﹐２０（四，二八）

（１）广州帅府任俄人嘉伦、基美拉为大本营高等顾问。

（２）刘震寰桂军、杨希闵滇军开回广州布防。

（３）张作霖电段祺瑞，奉军一部将移驻京畿，如不以奉军入关为然，则将苏鲁皖奉军结束

悉数出关，不再与闻时事。

５﹐２１（四，二九）

（１）蒋中正总指挥令党军第一旅何应钦部，粤军第一旅陈铭枢部，第四师许济部，警卫军

吴铁城部，由潮梅回师广州（时许崇智与陈炯明部商妥协）。

（２）胡汉民代帅为讨伐滇桂军，下令设立大本营参谋团，由湘粤各军组成之（适鲍罗廷自

北京返粤，坚持６﹐２前不能与滇桂军决裂）。

（３）孙岳自洛阳率军西进，攻取陕西。

（４）山东第七混成旅胡翼儒部被张宗昌部（程国瑞）在兖州缴械（胡部原拟随郑士琦赴皖）。

５﹐２２（闰四，一）

（１）安徽旅长倪朝荣等部集中蚌埠，拒新任督办郑士琦南下。

（２）冯玉祥之苏俄顾问（任德江），函告苏俄陆军部长MichaelFrunze，已努力促起冯玉祥

与张作霖之冲突，并请示今后对冯军方针。

５﹐２３（闰四，二）

（１）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发布时局宣言，谓北京政府不顾

民众利益，勾结帝国主义以求生存，决不与合作，此后当根据总理遗嘱，为国民革命而奋斗，

打破一切帝国主义，并挞伐把持中央及割据地方之大小军阀。

（２）广州政府公布潮梅党治条例，以邵元冲为潮梅行政长，廖仲恺为委员。

（３）杨希闵、刘震寰自香港回广州（英领事不允援助，汪兆铭复从中疏通）。

（４）上海学生募捐援助５﹐１５罢工工人，公共租界巡捕干涉，捕去二人。

（５）苏俄大使加拉罕向外交部抗议５﹐１９鲍贵卿之布告，指责中国袒护白党。

５﹐２４（闰四，三）

（１）中国国民党宣言接受总理（孙中山）遗嘱，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以竟总

理未竟之志，并声明除孙中山外，国民党不能更有总理。

（２）中国国民党发布训令，凡加入中国国民党之中国共产党员，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

党员无殊。

（３）广州因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谋叛，形势紧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等迁往河南，并宣

布大本营移士敏土厂。

（４）上海公共租界巡捕续捕学生四人。

５﹐２５（闰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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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三次会议闭幕。

（２）张作霖代表郭瀛洲邀冯玉祥赴天津相晤，冯拒之。

（３）国民党电各报馆及工会，抗议日人无理杀伤工人顾正红等。

（４）汉口英美烟公司工人罢工，和记蛋厂、和平花厂等工人继之。

（５）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七千余罢工。

５﹐２６（闰四，五）

（１）安徽省长王揖唐因倪道烺系军队之压迫，去职回北京。

（２）杨希闵、刘震寰、胡思舜、廖行超、赵成梁与胡汉民、汪兆铭、谭延闿等会议，商改

组大本营，发反唐继尧宣言。

５﹐２７（闰四，六）

（１）入关奉军吴光新部进驻通州，冯玉祥军退驻南苑。

（２）黄绍竑率锺祖培、伍廷扬两纵队抵柳州，御滇军第一路。

（３）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鲁迅）、钱玄同、沈兼士、周

作人发表宣言，指责５﹐９校长开除学生之不当（５﹐３０陈源于【现代评论】发表【闲话】，

谓此次学潮为北京大学某系（国文系）某籍（浙江）人士暗中挑拨）。

５﹐２８（闰四，七）

（１）蒋中正自汕头到汕尾（翌日抵海丰）。

（２）孙传芳代表戈宝深到张家口，约冯玉祥合作，冯允之。

（３）外交部请公使团撤消上海租界当局所拟之印刷附律及码头捐。

（４）自贵州进入广西之滇军第一路唐继虞部近卫军司令王洁修（两旅）败桂军于三江，桂

军指挥官李石愚阵亡，滇军进向柳州。

（５）中共决定于５﹐３０为顾正红案举行示威。

５﹐２９（闰四，八）

（１）广州滇军杨希闵、胡思舜等通电服膺三民主义，贯彻革命精神，否认拥段祺瑞。

（２）因青岛工潮，张宗昌派兵压迫工人，击毙八人，伤十余人。

５﹐３０（闰四，九）

（１）上海学生抗议５﹐１５日本纱厂惨杀工人，援助该厂罢工工人及被捕学生，游行演讲，

南京路公共租界英国巡捕干涉，并开枪射击，死十一人，伤二十余人，拘捕四十余人（是即

五卅惨案）。

（２）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主张民众自动的开国民会议，摒绝由善后会议所产

生之国民代表会议，且阻止其成立。

（３）张作霖自沈阳抵天津，拟改造北京局面（六月某日，秘密约见溥仪）。

（４）上海张宗昌部属李奎元、袁致和、程国瑞因争烟土互击，李堕楼跌毙。

５﹐３１（闰四，一０）

（１）上海公共租界捕房特别戒严，禁止华人结队行走，上海总商会工会即决定罢市罢工，

援助学生反抗英帝国主义。

（２）上海交涉员陈世光向领事团抗议昨日公共租界事件。

６﹐冯玉祥与俄大使订立密约三十九条，国民军受俄国帮助，冯与俄以种种便利。

６﹐１（闰四，一一）

（１）上海公共租界中国商店实行罢市，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南京路因路人阻电车行驶，英

巡捕又开枪，死三人，伤十八人，并拘捕多人，银行公会及交涉员向领事团抗议，工部局宣

布戒严，召集义勇队。

（２）北京外交部向公使团抗议５﹐３０上海公共租界惨杀学生路人案。

（３）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共恽代英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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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闰四，一二）

（１）上海外舰陆战队及西商商团团员携大炮机关枪在公共租界分路据守，发生中外人士冲

突案两起，中国人续有死伤，美人一名亦受伤，外兵并占领新世界游戏场。

（２）上海总工会成立。

（３）广州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胡汉民下令统一军民财政，如有反抗者，即严厉制裁（对

付滇桂军）

。

（４）广州滇桂军谋缴朱培德军械，在大沙头开战。

６﹐３（闰四，一三）

（１）北京学生为上海惨案全体罢课，示威游行，由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等领导，向执政府

要求收回全国英日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撤换上海英日领事，打倒卖国政府及帝国主义。

（２）东交民巷外兵戒严。

（３）武汉及长沙学生罢课。

（４）上海市民大会通电各国，将惨案诉之世界公理（全国各地均有反英日运动）。

（５）上海外军在杨树浦枪杀华人四名。

（６）广东粤汉、广九、广三铁路、船舶及兵工厂员工同时罢工，困滇桂军（廖仲恺运用）。

（７）日使晤段祺瑞，抗议上海学生暴动，段谓已派员查办。

（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通过发展科学案。

（９）张作霖在天津召集会议，李景林、张学良、张宗昌、姜登选、郑谦均到（张曾与溥仪

会晤）。

６﹐４（闰四，一四）

（１）广州大本营迁设河南，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下令免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

刘震寰、桂军第一军长韦冠英等职，听候查办，以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时杨希闵军内部不

和）。

（２）蒋中正抵淡水城。

（３）黄绍竑进攻滇军第一路唐继虞于柳州沙浦不利。

（４）公使团覆外交部，不承认上海惨案中租界捕房当局应负之责任（是日外交部为６﹐１

事件，发出二次抗议）。

（５）俄大使加拉罕为沪案照会外交部，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与悲痛，并悼慰死者家属。

（６）俄大使加拉罕以外交团领袖资格，将上海教职员联合会致外交团要求制止上海租界巡

捕暴行电，分致各国公使。

（７）徐树铮与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长谈世界与共产党问题。

（８）上海罢市罢工范围扩大，商务几完全停顿，租界内之上海大学被封（迁华界），大夏

大学、同济医学、南方大学附中被外兵占领。

（９）瞿秋白主编之【热血日报】在上海刊行（６﹐２８被租界巡捕房查封）。

６﹐５（闰四，一五）

（１）加拉罕以领袖大使资格，通知各使，会议调停沪案（各使置之不理）。

（２）上海法租界商店罢市（６﹐７开市）。

（３）上海万国商团在南京路一带检查行人，英美法日义兵舰增至二十六艘。

（４）镇江各界游行，与英人冲突。

（５）长沙学生工人举行示威运动，参加者数万人。

６﹐６（闰四，一六）

（１）广州河南李福林军开始向广州攻击，同时西江李济琛部粤军、北江谭延闿程潜部湘军、

朱培德部滇军均向广州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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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公使团答复外交部二次抗议，认为中国政府所得沪案报告不甚完全，有关系各国决定

即派代表赴上海调查。

（３）上海领事团复交涉员，谓五卅事件由于群众暴动。

（４）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

（５）厦门学生游行示威。

（６）中东路非中苏两国国籍员工解职问题解决。

６﹐７（闰四，一七）

（１）段祺瑞所派查办五卅惨案专员税务督办蔡廷干、外交次长曾宗鉴到上海。

（２）张作霖向各国使节表示将派其子学良率军赴上海调查，并维持治安。

（３）上海工商学界联合会对五卅惨案交涉提出先决条件四项正式条件十三项。

（４）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部、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在巴黎

开旅法华人反帝国主义运动大会，由任卓宣（叶青）主席，决组织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

行动委员会，举行示威游行。

（５）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

６﹐８（闰四，一八）

（１）英、美、日、法、义、比六国调查沪案委员团自北京南下，法代表祁毕业主席。

（２）广西白崇禧（自桂林来，辖夏威陶钧部）

会同黄绍竑（锺祖培伍廷扬）大破滇军第一路第十军张戊骥近卫军王洁修于沙埔（柳州北），

俘虏二千余人，王洁修战殁，滇军退罗城融县。

（３）广西梧州学生游行示威。

６﹐９（闰四，一九）

（１）段祺瑞加派江苏省长郑谦赴沪。

（２）奉天安东缉私队拟逮捕走私韩人，被日本警察枪杀五人，并一度包围盐务局。

６﹐１０（闰四，二０）

（１）蒋中正抵石滩，以粤军任左翼，党军任右翼，警卫军任正面，进向广州。

（２）胡汉民任魏邦平为渡河攻城军总指挥，北江谭延闿、朱培德部湘滇军沿粤汉路南下。

（３）段祺瑞宣布张作霖、冯玉祥等来电，要求对英采坚定立场。

（４）北京为援助五卅惨案开国民大会，到十余万人。

６﹐１１（闰四，二一）

（１）汉口码头工人游行，抗议印度巡捕殴毙小工，被英水兵商团以机关枪轰毙八人，伤四

十余人，日人商店数家被毁，死一日人，伤五人。

（２）北京外交部向外交团第三次抗议五卅事件。

（３）上海商界联合会、总工会、学生会发起市民大会，决议对英日经济绝交。

（４）上海巡捕房释放被捕学生。

６﹐１２（闰四，二二）

（１）蒋中正督何应钦、陈铭枢等会同魏邦平大破滇桂军，占领龙眼洞、瘦狗岭，毙滇军师

长赵成梁，俘桂军师长陈天太。北江谭延闿、朱培德部亦进抵广州，会同进攻。

（２）汉口租界戒严断绝交通，外舰陆战队登岸。

（３）公使团答复外交部昨日抗议，谓已训令上海调查员及领事团就地妥善解决，并要求维

持各地治安。

（４）上海租界巡捕续行拘捕学生。

６﹐１３（闰四，二三）

（１）九江示威游行，中外人士发生冲突，英日领事馆被抢，日本台湾银行被焚。

（２）蒋中正、魏邦平指挥党粤军攻入广州，滇桂军败溃，杨希闵、刘震寰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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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张学良率奉军抵上海，并应外人要求，派兵入租界驻防（时孙传芳暗提上海兵工厂封

械，张作霖趁沪案进军上海）。

（４）上海交涉员许沅将工商学界联合委员会所拟之十三条件提交领事团。

（５）外交部向英使抗议６﹐１１汉口惨案，汉口交涉员亦向英领事抗议。

（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书。

６﹐１４（闰四，二四）

（１）英使答复汉口惨案抗议，认英兵开枪乃不得已，并要求制止仇英举动。

（２）巴黎华侨举行反帝国主义示威游行，被法国警察制止，捕去九人。

（３）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决定组织国民政府（是日出席者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伍

朝枢、鲍罗廷，由胡主席）。

（４）滇军第三军长胡思舜袭击广州（自惠州来），被党军包围缴械。

６﹐１５（闰四，二五）

（１）北京公使团令在沪之六国委员团组织解决沪案委员会，限三日内筹出妥当办法，中国

政府亦令郑谦、蔡廷干等与六国委员会接洽，郑等即以上海工商学界联合会所拟十三条件作

交涉根据。

（２）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一）军民财政由政府整理。（二）将建国军、党

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三）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令机关。（四）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

（３）蒋中正、陈铭枢将由广州北退之滇桂军完全缴械。

６﹐１６（闰四，二六）

（１）英代办警告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要求严重取缔排英运动。

（２）汉口英领事答复十三日鄂交涉员抗议，申述开枪理由，极力强辩。

（３）上海中外委员会开第一次谈判，无结果。

（４）北京外交后援会请与英日断绝国交，对英宣战。

（５）何应钦任党军第一师师长。

６﹐１７（闰四，二七）

（１）英日法美义比六使向外交部抗议，认上海汉口九江事件为排外运动，请注意。

（２）许崇智与陈炯明部妥协，许以潮梅让洪兆麟、林虎、刘志陆、熊略、谢文炳等，惟不

得干涉汕头国民党行动（许即回广州，以张国桢为汕头粤军总司令部行营主任）。

６﹐１８（闰四，二八）

（１）上海中外委员谈判破裂，六国委员即回北京。

（２）上海对英日罢工工人达八万余人。

（３）广州各界对外协会成立，援助全国被害同胞，反抗英日美帝国主义之高压。

（４）段祺瑞以吴炳湘继王揖唐为安徽省长并兼署督办。

（５）法国因金佛郎案解决，批准１９２２年之华盛顿九国公约。

６﹐１９（闰四，二九）

（１）香港华工为援助沪案开始罢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改善香港居住华人待遇。

（２）英代办再警告北京外交部注意排英举动。

（３）北京公使团为上海谈判破裂发表宣言。

（４）汉口交涉员再向英领事提抗议。

６﹐２０（闰四，三０）

（１）外交部驳６﹐１７六国公使照会。

（２）洪兆麟部入潮州汕头，设粤军副总指挥部，许崇智部杨锦隆西退。

６﹐２１（五，一）

（１）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许崇智、蒋中正商议组织政府及人选问题，采委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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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广州沙面租界华工罢工，发布宣言，痛斥帝国主义，响应香港罢工（省港大罢工），

英军出动戒备。

（３）巴黎中国留学生及华侨百人包围中国使馆，胁迫公使陈箓，并宣布其罪状，被捕者数

十人（叶青即任卓宣等领导。叶等被拘禁四月，余被迫离法）。

（４）奉军邢士廉师长率部到上海（意在对浙之孙传芳）。

６﹐２２（五，二）

（１）中国国民党宣言主张全体国民应一致督促北京临时政府迅速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

（２）广东各界对外协会议决明日举行大示威运动，通电全国与帝国主义者决死战斗。

（３）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通知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特别注意，对于明

日巡行，不可有意外举动，以免于沪案前途，多生枝节。

（４）广州英领事杰弥逊致函外交部长伍朝枢，如明日群众试图穿过沙面租界，定遭武力抵

抗。

（５）江苏省长郑谦宣布淞沪戒严，以邢士廉为司令。

（６）广东省长胡汉民命军警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６﹐２３（五，三）

（１）上午，工、农、学、商、军（广州）各界举行援助沪案示威运动大会，由谭平山、伍

朝枢、汪兆铭等主席，胡汉民宣读国民党议决案，廖仲恺、孙科、甘乃光演说。

（２）下午三时，广州各界及军官学校学生为援助沪案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领事

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行经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地方，英法兵发排枪及机关枪扫射，白

鹅潭英法舰并开大炮，死平民四十四人，党军学生二十三人，伤五百余人（法死一人，英日

伤五人），广东省长胡汉民即向英法领事严重抗议（是为沙基惨案）。

（３）国民党政治会议讨论沙基惨案，决断绝英法葡利益关系，秘密准备防守广州黄埔。

（４）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沙基惨案发表宣言，仍以和平正当方法进行取消不平等

条约。

６﹐２４（五，四）

（１）广州外交部长伍朝枢电北京外交团领袖俄大使加拉罕，抗议沙基惨案（并请美总领事

DouglasJenkins组织国际调查团），英使亦向北京外交部抗议华人袭击沙面，法使抗议法人

死伤。

（２）北京外交部照会公使团，主沪案移北京交涉，正式提出十三条为交涉根据。

（３）北京外交部照会参加华盛顿会议各国使节，请依公正主义修正中外条约。

（４）广州英法领事答复昨日抗议，谓华兵或陆军学生首先开枪。

（５）广西白崇禧、黄绍竑占领庆远，滇军第一路前敌总指挥吴学显及韩彩凤等走河池南丹

（６﹐２５再败滇军于怀远）。

（６）巴黎法国警察拘捕中国留学生二十人（任卓宣等，月余后释放）。

（７）上海商界组织国货提倡会。

（８）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朱培德、程潜、伍朝枢电请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等督

促段祺瑞立即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否则，全国人民必别谋自决。

（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议对欧美帝国主义概行反对，但对何国经济绝交，由经济委员会

决定。

（１０）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发表革命政府改组宣言。

６﹐２５（五，五）

（１）全国哀悼五卅惨案，罢市、罢工、罢课一日，北京民众要求派兵入英租界，撤驻华英

使。

（２）卢永祥到天津，晤张作霖，调停段祺瑞与张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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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嘉伦自张家口向莫斯科发出中国军事情况报告。

６﹐２６（五，六）

（１）广州政府不满意于英法领事之答复，由交涉员傅秉常二次抗议，要求五事：（一）关

系国派大员谢罪，（二）惩办关系长官，（三）撤退关系国驻粤军舰，（四）交还沙面租界，

（五）赔偿伤毙华人。并由外交部长伍朝枢向北京公使团抗议。

（２）北京公使团答复外交部６﹐２４照会，沪案十三条请派专员分别办理。

（３）参加华盛顿会议各国使节复外交部６﹐２４照会，同情中国修正条约要求，来文已转

各国政府。

（４）汉口交涉员向英领事三次抗议。

（５）上海租界华商开市（原拟６﹐２１开市，以工商学联合会反对，未果）。

（６）蒋中正致函俄顾问嘉伦，商对英军事计划。

６﹐２７（五，七）

（１）段祺瑞派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干办理沪案及其善后交涉事宜。

（２）任李景林兼直隶省长。

（３）广州军事委员会通过组织参谋团，以俄人为主任，冯祝万为副主任（寻改以岳森代冯）。

（４）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苏兆征任主席。

６﹐２８（五，八）

（１）国民党政治会议通过国民政府及省政府组织大纲。

（２）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二次宣言，抨击北京政府向外交团请

求修正条约之通牒（６﹐２５胡汉民主下令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鲍罗廷主从缓再发宣言）。

（３）北京外交总长沈瑞麟电广州外交部长伍朝枢，询沙基惨案详情，希望一致。

（４）广西李宗仁军占领武鸣，败滇军龙云、胡若愚，迫近南宁。

（５）冯玉祥开始读三民主义。

６﹐２９（五，九）

（１）国民党政治会议推鲍罗廷及汪兆铭起草国民政府成立宣言。

（２）广州军事委员会通过俄顾问嘉伦提议，筹款置备飞机。

（３）广州因外兵增加警备，各团体议决对外人经济封锁。

（４）汉口上陆水兵撤退。

６﹐３０（五，一０）

（１）段祺瑞公布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程序令，并声明如十月召集不成即去职。

（２）上海市民二十余万公祭五卅烈士。

（３）北京开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到十余万人，德意志、朝鲜、土耳其、印度诸国

均有代表出席。

（４）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致书中央执行委员会，弹劾政治会议为少数人所把持，擅

自宣布改组政府（翌日汪兆铭、许崇智、谭延闿、廖仲恺函复，谓政治会议有权先行决议，

再请中央党部追认）。

（５）中国共产党广州地方大会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此后公开宣传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区别。

（６）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州举行第十次全体职员联席会议，推李之龙为常务委员，设

东北、西北、西南、中原、长江组织部（第一次联席会于５﹐１７举行）。

（７）驻美公使施肇基晤美国务卿凯洛格，商修约问题（７﹐１再度晤谈）。

（８）李景林在天津拘捕百余人，指为共产党。

６﹐（１）比公使向段祺瑞呈递国书。

（２）戴传贤撰【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７﹐１（五，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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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大本营取消），汪兆铭、胡汉民、戴传贤、于右任、徐谦、张

继、谭延闿、许崇智、林森、廖仲恺、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十六人为委员，

本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戴、于、徐、张、林未到）：（１）推汪兆铭为主席（鲍罗廷拥汪排胡）。

（２）推汪兆铭、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３）任命胡汉民为外交部

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４）任命李文范为秘书长。（５）任命徐谦为

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未到任前由林翔代理）。（６）聘任鲍罗廷为高等顾问。（７）

任命广东省政府厅长（民政厅长古应芬，财政廖仲恺，教育许崇清，建设孙科，商务宋子文，

农工陈公博，军事许崇智）。（８）任命邓泽如为两广盐运使。（９）任命傅秉常为广东交涉

使兼粤海关监督。（１０）任命邹鲁为广东大学校长。

（２）国民政府宣言，国民政府唯一职责在履行先大元帅（孙中山）之遗嘱，最先着手在废

除不平等条约。

（３）美国务卿凯洛格训令广州美总领事，如无英法请求，应婉拒组织沙基事件国际调查团。

（４）鲍罗廷、嘉伦、罗茄觉夫、尼罗夫、史迪本诺夫等九人在广州开军事会议，派定广州

各军之俄顾问（嘉伦返俄，罗茄觉夫为参谋主任）。

（５）北京外交部通令驻外各公使速向各该驻在国政府催答复修改条约照会。

（６）北京外交委员会成立。

（７）法公使向段祺瑞呈递国书。

（８）段祺瑞公布国民会议议员选举日期，令定九月二十日办理完毕。

７﹐国民政府发告各国人民书，述中国所受帝国主义之苦痛及国民反抗帝国主义运动之发

展，非废除不平等条约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在华之祸根（鲍罗廷起草）

。

７﹐２（五，一二）

（１）重庆英水兵在龙门浩枪伤游行学生与群众四人，死二人（英使向北京外交部抗议排英

运动）。

（２）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干祇允担任修正公约，不愿办理沪案。

（３）国民党政治会议讨论广西加入国民政府问题，先派人前往指导监督其设施，六个月后

再行决定。

７﹐３（五，一三）

（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定援助香港罢工。

（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汪兆铭、胡汉民、许崇智、谭延闿、廖仲恺、朱培德、伍

朝枢、蒋中正为委员，汪兼主席。

（３）广东省政府依国民政府所颁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设军事、民政、建设、商务、教

育、农工七厅，以许崇智、古应芬、廖仲恺、孙科、宋子文、许崇清、陈公博等任委员兼厅

长，许兼主席，另设广州市政厅，以伍朝枢任委员长。

７﹐４（五，一四）

（１）奉军在上海闸北备战，孙传芳亦调军分防。

（２）段祺瑞电各省推举国宪起草委员会。

７﹐５（五，一五）

（１）国民党政治会议：（１）张作霖倾向英日，未能挽回，应即开始反对之。（２）以废除

不平等条约为宣传前提，而不涉及反对何国（均鲍罗廷提议）。

（２）蒙古政府以共和民国名义致文北京蒙藏院，要求正式承认该政府所颁布之自治各法令，

声明蒙疆虽驻俄军，不妨碍进行。

（３）沈定一（玄庐）、戴传贤在浙江萧山召开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决训令党

员以革命方法，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消灭阶级斗争（沈已与共产党脱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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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日使芳泽分访英美代办，盼英美日态度一致，及早解决沪案（７﹐２７再度商谈）。

（５）唐继尧之代表向香港总督 ReginaldE。Stubbs请援，对抗广州政府。唐之代表旋去北

京与英使馆商洽，未获结果。

７﹐６（五，一六）

（１）公使团商定自动办理沪案直接关系者办法：（１）工部局董事应予惩诫，（２）巡捕房

总巡应予免职，（３）捕头应予申斥，（４）警察法应予修正，巡捕开枪前须先行警告。即训

令上海领事团送交工部局执行（７﹐１拟定，领事团应工部局之请，迟至７﹐６始送出）。

（２）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断绝各工厂马达用电，工人因此失业者万余人。

（３）广州英法领事拒绝广州政府（６﹐２６）

之五项要求。

７﹐７（五，一七）

（１）蒋中正向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一）发展西南革命势力以抗拒帝国主义及

军阀（实施之道：肃清潮梅，收回南路，使反革命派无所托足，帝国主义无所凭借，以桂林

为第二革命根据地，于民国十六年内收湖南云贵四川于革命势力范围内）。（二）建立新的革

命武力。（三）统一财政。（四）整理军队。

（五）利用香港罢工工人建筑道路。（六）统一两广，使广西完全立于国民政府之下。

（２）唐继尧之滇军龙云胡若愚自南宁向左江西退。

（３）国民党政治会议，推鲍罗廷、汪兆铭拟定国民会议进行办法。

（４）英外相张伯伦训令英代办反对７﹐１公使团议决之处理沪案办法。

（５）法国下议院通过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之条约（最后签约国之批准）。

（６）新任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到北京。

（７）英外部分电法、日、义、比、荷、葡、西，谓华北冯玉祥受苏俄鼓动，将与英国宣战；

广州政府将封锁交通，应考虑是否立即采取强制行动（法国表示同意，日本反对）。

７﹐８（五，一八）

（１）冯玉祥电全世界基督教徒，抨击英国对五卅惨案之态度。

（２）李宗仁军俞作柏、陆超部及范石生军占领南宁。

（３）段祺瑞以张宗昌兼山东省长。

（４）公使团会议，法使玛泰尔不满英政府阻挠公使团之决议，今后沪案听任英国单独与中

国解决，英代办仍袒护上海工部当局，最后决定依美使马慕瑞提出之折衷建议，由公使团授

权，英、美、日三国令其上海领事转请工部局采取主动，照公使团决议办理。

（５）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拒绝公使团７﹐１处理沪案办法。

７﹐９（五，一九）

（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告将士书，指张作霖为帝国主义之工具，段祺瑞为张作霖之工

具，此后革命军人须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一致团结，反对帝国主义，而同时打击一切帝国主

义之工具。

（２）许崇智派旅长莫雄率全旅送杨坤如降部回守惠州。

（３）国民第三军徐永昌旅自河南入潼关，第二军助之。

（４）安徽军官倪朝荣等推倪道烺为总司令，拒绝段祺瑞所任之督办兼省长吴炳湘到任。

７﹐１０（五，二０）

（１）广州派许崇智、汪兆铭赴黄埔接收苏俄赠与之军械。

（２）蒋中正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军校入伍生教练所于桂林，作北伐准备。

（３）范石生部滇军自南宁西进，桂军俞作柏追击龙云、胡若愚，助范回滇。

（４）法使马泰尔宣言，沪工部局争论未解决前，沪案交涉不能进行，故辞交涉代表（使团

内部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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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各国公使团以上海工部局拒绝接受沪案处理办法，分电本国政府请示，考虑公共租界

之行政地位。

（６）日使芳泽谦吉直接向段祺瑞交涉上海汉口九江沙基诸事件之损失，并对最近交涉提出

严重警告，为英美日一致对华之先声。

７﹐１１（五，二一）

（１）蒋中正致书许崇智，密陈整理军政计划。

（２）北京外交部向使团抗议上海工部局电气处停给华工厂电力。

７﹐１２（五，二二）

（１）江浙战争谣言复起（因张作霖拟以奉系将领督苏）。

（２）周荫人军分路进攻尤溪之卢兴邦部（８﹐４克尤溪）。

７﹐１３（五，二三）

（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段祺瑞发最后忠告，请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以议决废

除不平等条约。

（２）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对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宣言：（一）国民自动的开国民

会议预备会议于北京，会期定八月一日。（二）预备会议构成分子依孙中山总理去岁十一月

十三日宣言所开列者。（三）

在会议中接受上海、青岛、九江、汉口、广州各处人民及全国人民之要求，使人民意思得充

分表现，并共同讨论一切进行方针。（四）在会议中决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审议其施行方法。

（３）国民党政治会议推廖仲恺、鲍罗廷拟订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法。

（４）广州英领事答复广州政府二次抗议，谓得使团电令，对所提五项要求不必考虑。

（５）冯玉祥通令部属防范赤化。

（６）卢永祥到北京，调停段祺瑞张作霖因修正条约（张反对）改内阁制（张拟以梁士诒组

阁）及更易苏皖督办等问题之冲突，无效，即辞职。

（７）国民军第二、第三两军进攻陕西督办吴新田之第七师（７﹐１５败吴部于临潼零口）。

（８）北京国会议员胡鄂公、雷殷、王文璞等一百五十五人及国民对英外交联席会议、北京

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之【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在中央公园举行成立大会，

由胡鄂公主席，通过【宣言】

、【中国国民致帝国主义列强书】、【致东交民巷驻华公使公函】（参加之团体尚有民治主义同

志会、中俄协进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马克斯主义研究会、人民会、国民外交改进会、马

克斯经济学会、人权运动会、女子共学社、青年读书会、北京学界青年同志会、国际问题研

究会、中俄问题研究会、无产者同盟等，共五十余）。

７﹐１４（五，二四）

（１）四川杨森与刘湘、赖心辉、邓锡侯等之和议决裂，邓等组织联军，推袁祖铭为总司令

（刘湘、刘文辉任中路，邓锡侯任右路，赖心辉任左路）。

（２）国民政府设立监察院，任命谢持、林祖涵、黄昌谷、甘乃光、陈秋霖为监察院委员。

（３）广东交涉员傅秉常向英法领事第三次抗议，要求履行６﹐２６之五项要求。

７﹐１５（五，二五）

（１）国民党政治会议派林森、李济琛赴南宁，商广西省政府改组事（林未往）。

（２）汉口交涉员驳复英领事照会，英领拒收退回。

（３）新任美公使马慕瑞向段祺瑞递国书。

（４）天津宝成纱厂工人罢工，要求加资。

７﹐１６（五，二六）

（１）广州英领事宣言放弃封锁粤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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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英外相张伯伦约英法日驻伦敦大使商谈，对沪案主以纯粹司法性质之委员会（由英美

法日组成）

调查（谋推翻六国委员报告）。

（３）美总统顾理治颁发续行退还庚子赔款拨付令。

（４）国民军第二军师长李云龙、第三军旅长徐永昌入西安，吴新田退凤翔宝鸡。

７﹐１７（五，二七）

（１）美政府照会华会签约各国及瑞典、丹麦、西班牙、秘鲁，建议从速召集中国关税会议，

并派遣法权调查委员。

（２）广州沙面英法各舰加紧戒严，晚以探海灯照射，白鹤洞英人迁往香港。

（３）国民党政治会议通过蒋中正之【国民政府革命进行方针】。

（４）重庆袁祖铭誓师讨杨森，以王天培、李燊为前敌总副指挥，与杨森之东路军王正钧战

于永川荣昌。

（５）段祺瑞下国宪起草委员会召集令（定８﹐３）。

７﹐１８（五，二八）

（１）英舰炮击泸州。

（２）广州政府为沙基惨案对英领事提出三次抗议，再提五项要求条件。

（３）广州军事委员会通过于航空局下分设民用飞机处（张静愚为处长）、军用飞机处。

７﹐２０（五，三０）

（１）国民党政治会议，通过给助海丰农民军械服装，全力维持并扩大省港罢工。

（２）张作霖离天津回奉天（因外交事件紧急，同时又有九省联盟抗奉说，张入关时所抱计

划未成）。

（３）萧耀南电北京政府，报告汉口惨案交涉，分先决条件与本案条件。

（４）新任安徽督办兼省长吴炳湘得奉军之助到蚌埠就职，倪道烺出走。

（５）川军熊克武自湖南入广西三江、龙胜、兴安。

（６）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一电国内外各团体，扑灭帝国主义之侵略政策，废除一切不

平等条约。

二电英美日法等国，盼尊重中国国民，将数十年来国交亲睦障碍完全扫除。三致世界被压迫

民族书，团结反帝国主义力量，共同获得解放自由。

７﹐２１（六，一）

（１）国民党政治会议通过鲍罗廷起草之国民党目前政策宣传大纲。

（２）国民政府任命徐谦、邹鲁、邓泽如、林云陔、林翔为惩吏院委员。

（３）胡汉民等电北京政府报告沙基惨案，表示愿南北合力对外（因北京政府先有代表赴广

州接洽）。

７﹐２２（六，二）

（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派孙科赴上海（为对英事）。

（２）美国同意７﹐１６张伯伦主张，并建议由中国派代表参加。

７﹐２３（六，三）

（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胡汉民再电北京公使团，提出沙基惨案事实及五项要求。

（２）汉口交涉员胡钧与英领事谈判汉案，提出五项条件。

（３）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奉系）封闭工商学界联合会、海员公会及洋务公会（除洋务公

会外旋均启封）。

（４）上海自来水工人复工。

（５）广州军事委员会准补助海丰农民枪械。

７﹐２４（六，四）鄂、湘、川、黔、豫、赣、陕、甘、皖九省成立联防公约（直系及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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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段派合作抗奉，先此已有吴佩孚策动之湘鄂川黔四省联防）。

７﹐２５（六，五）

（１）广西将领会议，以粤军李济琛守梧州，李宗仁守桂林，肃清沈鸿英余部。

（２）香港英侨会议，请英政府立即采强硬行动，加派海陆军东来，警告广州政府，不得伤

害英人利益。

７﹐２６（六，六）

（１）广州军事委员会议决各军改称【国民革命军】（蒋中正提议）。

（２）广东省澳轮船海员亦罢工。

７﹐２７（六，七）

（１）国民党政治会议通过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以陈公博为主任。

（２）范石生军自百色进入云南雷川（原奉命助范之桂军俞作柏行抵雷平，折往龙州，攫取

滇军鸦洋，范部孤军深入，为唐继尧败之于富川广南间，退剥隘）

。

（３）李家鏊电外交部，俄政府捕中国学生，并牵及代表团人员，请准回国。

（４）香港总督 ReginaldE。Stubbs电请伦敦殖民部付给阴谋推翻广州政府之广东军人（指

梁鸿楷、魏邦平）港币一百万元（并主助唐继尧）。

７﹐２８（六，八）

（１）农商总长杨庶堪到部就职被阻（该部由奉系次长莫德惠代），段祺瑞调杨任司法总长，

章土钊任教育总长。

（２）孙科及广东交涉员傅秉常到上海（准备北上接洽对英交涉）。

７﹐２９（六，九）

（１）俄舰运煤到黄埔（时英人谋阻断广州燃料）。

（２）九省联盟之军事当局请释放曹锟。

（３）英外相同意美国建议，中国可派一法官参加沪案司法调查。

７﹐３０（六，一０）

（１）段祺瑞之临时参政院开幕。

（２）直系之鄂督萧耀南与国民军系之豫督岳维峻会于鸡公山。

（３）戴传贤在上海对记者谈话，主以中国与俄德奥土为主，组织一与帝国主义的国际对抗

的民族国际。

７﹐３１（六，一一）

（１）南京和记洋行（英商）解散工人发生冲突，英水兵上岸，开枪，死伤工人多名。

（２）北京外交部电驻外各使，征求驻在国对于中国关税自主之意见。

（３）许崇智电诘洪兆麟、刘志陆背约及勾结香港政府。

７﹐戴传贤撰【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８﹐１（六，一二）

（１）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总司令朱培德、攻鄂军总司令程潜各通

电解除总司令职务，将军权交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军自本日起，均改用国民革命军旗

号。

（２）北京外交部二次照会公使团，请速定沪案开议日（七月十四日已照会一次）。

（３）北京教育总长章士钊令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率武装警察到校，迫令驻校学生离校，

打伤学生多人。

８﹐２（六，一三）

（１）国民政府以俄人斯米诺夫为海军局长。

（２）广州派邵力子赴张家口参与国民党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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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六，一四）

（１）段祺瑞以孙宝琦为驻苏联共和国大使（未到任）。

（２）北京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幕（林长民为议长）。

（３）广东建国第四军黄明堂部解散。

８﹐４（六，一五）

（１）孙科及广东交涉员傅秉常到北京，报告沙面案经过情形。

（２）广州军事委员会讨论国民革命军编次，党军编为第一军，湘军编为第二军，滇军编为

第三军，粤军编为第四、五、六军（每军二师至三师）。

（３）四川袁祖铭、邓锡侯、刘文辉等占内江（杨森因北路军王缵绪在遂宁受刘湘运动，通

电主和，军心动摇，全线后撤。七月杪，杨用黄毓成议，退向嘉定叙州，准备入滇）。

（４）福建周荫人军占尤溪，败卢兴邦。

８﹐５（六，一六）

（１）清室善后委员会发表在清宫中所得之关于去年春间阴谋复辟各文件，牵连之人颇多（主

谋者为康有为、金梁等）。

（２）国民党政治会议议决举行总理纪念周。

（３）法国批准华会关于中国问题之九国公约，在华盛顿互换（九国公约发生效力）。

（４）驻美公使施肇基晤美国务卿凯洛格，反对用司法手续重查沪案（外交部总长沈瑞麟亦

向领袖公使及英代办表示反对）。

（５）上海国货商场开幕。

８﹐６（六，一七）

（１）国民政府裁撤广西总司令及省长，军政由李宗仁黄绍竑以绥靖督办会办名义负责。

（２）国民政府派党军往广三路及广州河南监视李福林、梁鸿楷两军。

（３）蒋中正以军校经费困难，向中央党部辞职（８﹐１１慰留）。

（４）英使馆中之中国员役二百八十余人罢工（一部分不及出馆者被幽禁）。

（５）北京政府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８﹐１７改组为女子大学）。

８﹐７（六，一八）

（１）公使团会议用司法手续重查沪案，法义比三使反对，内部意见不一。

（２）张作霖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向北京政府索回，运归奉天。

（３）四川袁祖铭、邓锡侯等占简州。

（４）郑州豫丰纱厂工人四千罢工，要求改良待遇（八月二十四日解决）。

８﹐９（六，二０）

（１）袁祖铭、邓锡侯、刘文辉军入成都。

（２）河南焦作福中公司矿工五千余人罢工，要求改良待遇，援助沪汉工人罢工。

（３）天津美商宝成等纱厂工人二万因厂主压迫，罢工，厂主美人开枪，伤二十余人。

８﹐１０（六，二一）

（１）美使照会北京外交部，华盛顿会九国公约已于八月五日在美京调印，请中国政府择日

择地召集关税特别会议。

（２）英代使要求取缔使馆华人罢工，否则赔偿损失，外交部拒之。

（３）上海总工会宣言提出复工条件九项。

（４）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推鲍罗廷、胡汉民、许崇智、谭延闿拟定联络湘闽浙具体办法。

（５）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定十月五日召集第四次全体会议，解决共产党

与国民党之关系（未成）。

（６）戴传贤致书蒋中正，痛诋共产党。

（７）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告兵士学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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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六，二二）

（１）广州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俄顾问鲍罗廷，质问胡汉民以昨日中央党部决定开第四次

全体会议事。

（２）天津日商裕大纱厂工人罢工，被军警开枪射击，死八人，伤二十余人。

（３）段祺瑞以王宠惠为修订法律馆总裁（拟以王负修正条约之责）。

（４）上海日本总领事与交涉员许沅商定解决日本纱厂罢工条件，允抚恤顾正红，酌予罢工

期间工人工资，不无故开除工人。

８﹐１２（六，二三）

（１）天津李景林捕工人学生三百余人，并严禁集会。

（２）丁锦奉命查办东南大学，被学生所拒。

８﹐１３（六，二四）

（１）北京公布华会之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公约）、九国

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

（２）英内阁拒绝７﹐２７香港总督 Stubbs之请求。

８﹐１４（六，二五）

（１）清室善后委员会致函北京地方检查厅，请检举去年康有为、庄士敦、金梁等密谋复辟

案（７﹐３１发现）。并另函外交部照会英国公使，勒令庄士敦出境。

（２）萍乡煤矿工人罢工。

（３）英国驻中国海军司令辛克莱到香港（旋去广州）。

８﹐１５（六，二六）

（１）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今日举行，未果，延期三个月。

（２）胡汉民与许崇智失和，蒋中正劝胡出洋。

（３）吴佩孚向汉口英领事商请贷款六百万至一千万元。

８﹐１６（六，二七）

（１）直系军人在岳州集议，吴佩孚再起计划。

（２）温树德所率军舰开秦皇岛，投归奉系。

（３）广州反共产派之【革命纪念会】董事邓泽如、林森、邓慕韩、林直勉、胡毅生、谢英

伯、赵士觐等通告，笃守三民主义。

８﹐１７（六，二八）

（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通过以蒋中正、谭延闿、朱培德为第一、二、三军军长，粤军改为

两军或三军，由许崇智拟具意见。又通过准廖仲恺辞农民部长兼职，以陈公博继任。

（２）孙传芳检阅沪杭路及湖州军队。

（３）上海邮局职工全体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十九日解决）。

８﹐１８（六，二九）

（１）北京外交部通牒英法美义荷葡比日八使，邀请参与关税特别会议，定于十月二十六日

在北京开会。

（２）北京大学决定脱离教育部。

８﹐１９（七，一）

（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通过派外交代表团北上与北京政府建立联合战线，南北协力以孤立

英国，代表团顾问由鲍罗廷推荐。

（２）北京教育总长章士钊派司长刘百昭接收女子师范大学，与学生代表冲突，警察拘捕学

生。

（３）郑州豫丰纱厂罢工事件扩大，发生冲突，死二人，伤数十人。

８﹐２０（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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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廖仲恺被刺殒命（年

四十八），同行之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兼宣传员养成所所长陈秋霖亦被击毙。

（２）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派汪兆铭、许崇智、蒋中

正为特别委员会委员，军政事务及警权统归管理，俄顾问鲍罗廷要求该会拿办胡汉民、邹鲁、

邓泽如三人，广州戒严（胡汉民已被无形拘留）。

（３）国民政府命古应芬兼署财政部长。

８﹐２１（七，三）

（１）广州特别委员会议商应付廖案及时局。

（２）俄大使加拉罕通知外交部，声言将于本月底回国，愿于行前举行中俄会议开会式（督

办会议事宜之王正廷昨离京往上海）。

（３）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辛克莱电英国海军部，主对广州发最后通牒，如不于短期内恢复正

常贸易，将炮轰虎门、黄埔要塞（８﹐２２英外交部反对，其参谋总长亦以在华兵力不足，

不赞成英国单独行动）。

８﹐２２（七，四）

（１）汉口中英汉案，因英领事拒绝谈判损失赔偿，扬长而去，交涉决裂。

（２）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长刘百昭率仆妇警察，越墙入女子师范大学，挟持学生出校（教

授周作人等另组校务维持会，移地开学）。

（３）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罢工，要求改善待遇（二十八日解决）。

８﹐２３（七，五）广州俄顾问鲍罗廷电北京俄使馆，请速购军用飞机六架，并派航空员及

机械员十人，由海参崴来粤，另电请接济军火。

８﹐２４（七，六）

（１）蒋中正就任广州卫戍司令。

（２）四川刘湘、袁祖铭、邓锡侯、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在自流井会议川事。

（３）上海国民党学生组织之【孙文主义学会】

举行成立大会，与共产党人冲突，孙科、马超俊讲演。

出版【革命导报】。

８﹐２５（七，七）

（１）广州因廖仲恺案牵连，卫戍司令蒋中正派军校教导团捕林直勉及梁鸿楷、张国桢、梁

士锋、谭启秀、杨锦龙、招桂章等重要军官十余人，解散其所部军队，胡汉民亦因嫌被禁于

黄埔（汉民之兄清瑞被拘，寻释放），魏邦平、胡毅生、林树巍、朱卓文逃香港（英政府谋

覆广州政府，以魏为省长，梁为总司令）。

（２）国民政府下令通缉胡毅生、林树巍、赵士觐、魏邦平、朱卓文等，并设廖案检查委员

会，朱培德为主席，陈树人、甘乃光、吴铁城、李福林、岳森、陈公博、陈孚木等为委员。

（３）香港英侨会议，决请英政府对广州政府下哀的美敦书，要求：（一）恢复广州商港，

（二）驱逐共产派，（三）解散学生军，（四）停止抵制英货，（五）停止排英宣传；否则取

必要行动（得香港总督支持，８﹐２９致电英首相）。

（４）郑州豫丰纱厂工潮解决。

（５）吴佩孚召开十二省代表会议。

８﹐２６（七，八）

（１）国民政府统一军政，编组国民革命军，以蒋中正任第一军长，谭延闿任第二军长，朱

培德任第三军长。

（２）中俄正式会议开幕（王正廷于昨日自上海赶回）。

（３）北京政府令整顿学风。

８﹐２７（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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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蒋中正派黄埔学生军及陈铭枢部促李福林军服从命令，李允该军受政治训练，并由党

代表指挥。

（２）国民政府通电，沪汉浔粤诸惨杀案应联合一致，提出整个的具体条件，并拟组织全国

外交代表团赴北京共谋进行。

（３）苏俄大使加拉罕离北京回国（中俄会议中止）。

８﹐２９（七，一一）

（１）段祺瑞以奉系之杨宇霆督办江苏军务，姜登选督办安徽军务，国民军系之冯玉祥兼督

办甘肃军务，孙岳督办陕西军务，李云龙帮办，岳维峻兼河南省长，又以吴新田为陕南护军

使。

（２）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布告，廖案嫌疑犯交法庭讯办，治安由卫戍司令部负责。

（３）吴佩孚之代表向上海英国怡和洋行商请借款（希望英政府贷予一千五百万元，由香港

怡和洋行董事 D。G。Bernard进行）。

８﹐３０（七，一二）

（１）北京外交部照会美日两使，提出中日美无线电（双桥电台）交涉解决办法（电台中国

自办，由日美两国监督，日美不同意，英法亦提抗议）。

（２）陈独秀致书戴季陶，驳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８﹐３１（七，一三）

（１）北京大学宣告与教育总长章士钊脱离关系。

（２）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吊唁廖仲恺。

９﹐１（七，一四）

（１）广州特别委员会议决：（一）统一财政，（二）出兵东江，（三）胡汉民出洋（赴俄）。

（２）陈炯明旧部林虎、洪兆麟、刘志陆、李易标、熊略、谢文炳、杨坤如等复在潮梅惠一

带实行叛变。

（３）英代办白拉瑞照会外交部，建议沪案重作司法调查。

（４）戴传贤在上海再向记者说明组织民族国际之意义。

（５）上海中华书局职工罢工（三日复工）。

９﹐２（七，一五）

（１）广东南路邓本殷、陈德春、苏廷有进袭肇庆。

（２）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通过：（１）以邓泽如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李基鸿为广东财政厅

长。（２）

以许崇智监督广东财政。（３）组织财政委员会（以上系昨日特别委员会议决）。（４）加派

蒋中正、孙科、谭平山为政治委员会委员。

（３）北京外交委员会推江庸、孔祥熙赴广州调查沙基惨案（未成行）。

（４）美国务卿凯洛格在底特律演讲对华政策，谓美无意藉条约或其它方式控制中国内政，

限制中国关税或设置法庭。

９﹐３（七，一六）

（１）四川刘文辉军攻入嘉定，杨森残部向叙州退走（杨森以所部不愿入滇，命转投刘湘，

只身东去）

。

（２）南昌学生联合会焚毁英美烟公司纸烟一百余箱。

（３）冯玉祥对干部学校队长讲话，嘱时与俄教官接洽讨论。

（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追认以许崇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长，李福林任第五军长，

李济琛任第六军长。（时第一军每月军费约需四十五万元，第二军二十三万元，第三军十九

万，第四、五、六军共九十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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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七，一七）英美法日义荷葡比八国公使分别答复６﹐２４外交部照会，谓修约须中

国能（一）

切实履行条约义务，（二）保障外人依约所享之特殊权利与利益，（三）禁止刺激人心之反抗

运动。

９﹐５（七，一八）

（１）段祺瑞派沈瑞麟、梁士诒、颜惠庆、李思浩、王正廷、叶恭绰、黄郛、王宠惠、莫德

惠、施肇基、蔡廷干、姚国桢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李盛铎为国政商榷会会长。

（２）北京外交部与比使换文解决金佛郎案。

（３）段祺瑞依章士钊主张，令停办东南大学，江苏省长郑谦反对。

（４）日人阪西利八郎、土肥原贤二与北京教授陈大齐、马裕藻、沈尹默、张凤举、周作人

组织中日教育会（周任会长，于天津同文书院设中日书院）。

９﹐６（七，一九）

（１）广三（三水）路工罢工，要求撤换局长（二十一日解决）。

（２）康有为自青岛到济南，受张宗昌招待。

９﹐７（七，二０）

（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决：（１）派谭平山、宋子文、苏绍曾（兆征）为调查广三铁路

罢工委员会委员。（２）派胡汉民为国民党赴外国代表，并以李文范（国民政府秘书长）、朱

和中（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孙科、邹鲁、陈友仁、傅秉常为北上外交代表，林森为代表团主席。（４）准林森、朱培

德、古应芬、陈公博、甘乃光列席政治委员会会议（原拟派为候补委员）

。（５）以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及财政部长财政厅长为财政委员会委员。（６）通过总理纪念

周条例。

（２）本日为辛丑条约签字日，各地开会纪念，上海群众经过租界爱多亚路时，英捕开枪击

伤三人。

（３）武汉民众因汉口惨案英方拒绝谈判，迄未解决，举行水陆游行，参加者二十万人。

９﹐８（七，二一）

（１）上海工部局电气处罢工工人因总商会之调停，复工。

（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决，东江南路问题由许崇智、蒋中正负责。

９﹐９（七，二二）

（１）蒋中正、汪兆铭、谭延闿、朱培德商应付粤局。

（２）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派邵元冲为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

（３）上海日本纱厂罢工终止。

（４）上海七日流血案，北京外交部不肯向英使抗议，英法使反向中国抗议。

（５）汉口染织工人万余罢工，要求加资。

（６）开滦公司赵格庄煤矿工人罢工。

９﹐１０（七，二三）

（１）北京国务会议对关税会议委员决定五人专管事务，七人出席会议。

（２）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３）英美获致谅解，沪案重查后，巡捕总巡McEuen辞职。

９﹐１１（七，二四）

（１）朱兆莘在国际联盟提出修改中外不平等条约问题，不得要领。

（２）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控诉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本日由会审

公廨开审。

（３）潮梅一带许崇智军因刘志陆等之压迫，西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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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２（七，二五）传河南国民第二军樊锺秀弓富魁部进攻山西，奉系即调兵援晋，风声

颇紧。

９﹐１３（七，二六）冯玉祥禁止蒙古王公奴才制度。

９﹐１４（七，二七）汪兆铭任党军及军校党代表。

９﹐１５（七，二八）

（１）汪兆铭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报告胡汉民与廖案无关，决派其往外国接洽。

（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改国立广东大学为国立中山大学。

（３）国民政府任命张发奎为第六军独立旅长。

（４）公使团领袖公使荷使欧登科照会北京外交部，对于五卅事件决由英美日三国各派法官

一人重行调查，请中国亦派法官一人参加。

（５）日本武官松室孝良少佐晤冯玉祥，请派人赴日观操（冯派韩复渠等往）。

（６）陈炯明部刘志陆等占领汕头。

９﹐１６（七，二九）陈炯明自上海到香港，谋再图广东。

９﹐１７（七，三０）

（１）公使团领袖公使照会外交部，请定期开议沪案，惟对十五日照会，仍保留所持态度。

（２）国民政府军事及财政委员会通过蒋中正提议，粤军改编为两军（原编三军）。

９﹐１８（八，一）

（１）广州军事委员会令蒋中正全权处理粤局，即派军监视省垣反革命军队。

（２）上海戒严司令部解散上海总工会，通缉该会委员长李立三（共产党）等。

（３）李经羲卒于上海。

９﹐１９（八，二）

（１）蒋中正函劝许崇智暂离广东（许反对北伐，把持财政），下令广州戒严。

（２）蒋中正任周恩来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３）陈炯明之代表张炽万在广州被捕，并获陈与熊克武勾结证据（蒋中正即命北江第二军

鲁涤平部相机解决熊部）。

（４）美使通告，调查中国司法之委员团定１２﹐１８在北京召集，已由美国通知关系各国。

（５）美使谒段祺瑞，催速结双桥无线电台案。

（６）山东黄河在黄花寺决口。

９﹐２０（八，三）

（１）蒋中正派兵包围虎门东莞粤军第三师郑润琦部及石龙粤军第三旅莫雄部，分别缴械（莫

雄与杨坤如有勾结）。

（２）粤军总司令、军政部长、财政监督许崇智免职，被迫离粤赴沪，粤军收束事宜由参谋

长蒋中正办理。

（３）国民政府以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原任厅长李鸿基褫职查办）。

（４）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二十余团体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

９﹐２１（八，四）

（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命蒋中正与参谋团主任罗茄觉夫（罗嘎乔夫）筹划出兵东江。

（２）章士钊请段祺瑞派军警强禁民众之爱国游行。

（３）汉冶萍公司武力解散安源之工人俱乐部，军队开枪，死伤多人。

（４）英法抗议中国与美日合办无线电。

（５）东省铁路督办鲍贵卿辞职，刘省清继任。

９﹐２２（八，五）

（１）广州汪兆铭、蒋中正、朱培德、谭延闿、孙科、李济琛、伍朝枢及俄人鲍罗廷、罗茄

觉夫、切列沙拖夫等开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商东征及终止省港罢工，任命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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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为财政部长（代邓泽如）。

（２）胡汉民自广州搭俄船赴俄，李文范、朱和中等同行。

（３）北京外交部驳复英代办及公使团重查沪案照会，坚持依公使团委员及中国委员两报告

开议。

９﹐２３（八，六）

（１）国民党政治会议以程潜、李济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９﹐２５又加入李福林，９﹐３

０古应芬加入）。

（２）上海日华纱厂因开除工人，复行罢工，军警枪伤一人（１０﹐２７解决）。

９﹐２４（八，七）

（１）林森、邹鲁率领广东外交代表团到上海，即赴北京（林、邹在广州被排斥而去）。

（２）汪兆铭、谭平山、陈公博与省港罢工委员会商解决罢工问题。

（３）甘肃旅长李长清、黄得贵在兰州互战。

９﹐２５（八，八）

（１）外蒙政府电蒙藏院，请明令宣布民族自主，俾派代表赴北京议中蒙永久和平计划。

（２）广州孙文主义学会之【国民革命】周刊出版。

（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中正兼第一军第二师长，王懋功为副师长。

（４）范石生攻滇失败，回广州请蒋中正派朱培德部滇军（第三军）相助。

（５）北京政府准将文津阁之四库全书运沪，交商务印书馆影印。

９﹐２６（八，九）领袖公使欧登科劝北京外交部对沪案勿反对司法调查。

９﹐２７（八，一０）上海英纱厂工人因上海总商会之调停，复工。

９﹐２８（八，一一）

（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会议：（１）以蒋中正为东征军总指挥，以第一军、第四军、警卫

军、攻鄂军（程潜部）等编组。（２）以第二师长王懋功兼代广州卫戍司令。（３）以陈铭枢

为南路警备司令，鲁涤平为北江警备司令。（４）以朱培德为总预备队司令。

（２）段祺瑞派吴光新、姚震等赴奉天张家口河南湖北，疏通维持时局。

（３）豫鄂苏省电报局员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十月四日解决）。

（４）周树模卒于天津，年六十一岁。

９﹐２９（八，一二）

（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决：（１）以蒋中正兼东征军第一纵队长（后改为何应钦），李

济琛、程潜分任第二、三纵队长。（２）改李济琛之第六军为第四军。

（２）香港商人代表赴广州，商解决罢工办法。

９﹐３０（八，一三）

（１）北京关税会议委员分关税自主、裁厘加税、税款存放及其它三组，由梁士诒、颜惠庆、

黄郛分主之。

（２）外部答复９﹐１７公使团照会，准备开议沪案，惟保留态度一节应行除外。

（３）冯玉祥之甘肃督署参谋长蒋鸿遇与师长刘郁芬抵宁夏，代冯发电就职。

１０﹐１（八，一四）

（１）公使团照会外部，答复中国所提沪案十三条要求。

（２）北京外交部与义使换文，解决金佛郎案。

（３）冯玉祥之西北边防督办署参谋长熊斌率代表团（邵保、虞和钦、何其巩、鲁崇义）到

莫斯科考察，并交涉军械（两月后返国）。

（４）汕头陈炯明部三万人向海陆丰、河婆、梅县进发（南路邓本殷，北路熊克武）。

（５）张作霖设置东北航务局，经营松花江航运，由沈鸿烈主之。

１０﹐２（八，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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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外部答复１０﹐１公使团照会，赞同其意见，并愿继续讨论其余问题。

（２）北京外交部答复９﹐１５公使团照会，认重查沪案为不必要。

（３）东征宣传队成立（２３７人）。

１０﹐３（八，一六）

（１）英美日三国沪案司法调查员到上海。

（２）北京总检察厅检察官翁敬棠报告查办金佛郎案之结果，法国部分，损失国库八千万，

合其它计损失一万二千万，请将承办此案之财政总长李思浩、外交总长沈瑞麟拘捕，按刑律

外患罪处置（翁因避危险即出京）。

（３）北京军事及财政两委员会开会。

（４）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以新到广州之川军总司令熊克武有勾结陈炯明证据，即将熊及其

军长余际唐等拘禁，并解散其在广州军队。

１０﹐４（八，一七）

（１）张君劢主持之自治学院（十二年九月成立）改为国立政治大学，自上海移吴淞。

（２）冯玉祥与外蒙古代表丹巴商合作（本日冯之副官长张元荣自库伦回张家口）。

（３）冯玉祥晤李景林代表张化南。

（４）胡汉民自广州抵海参崴。

１０﹐５（八，一八）

（１）国民党政治会议议决：（１）聘俄人伊斯迈洛夫为预算委员会顾问。（２）派谭延闿、

林祖涵、陈嘉佑、程潜等为湖南政治研究委员会委员。（３）令李济琛电知广西李宗仁、黄

绍竑不准自行组织党部（李、黄拒绝中央党部所派之甘乃光）。

（２）邵力子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

（３）唐绍仪通电主关税自主，反对段祺瑞召集之关税会议。

（４）汉口惨案就地交涉终了。

１０﹐６（八，一九）

（１）蒋中正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兵力二万人；俄顾问季山嘉（即 N。V。Kuibyshev）
等偕行。

（２）段祺瑞因直系之张英华、吴景濂、张志潭、刘永谦在汉口密谋煽乱，下令通缉。

（３）上海各团体宣言，反对英美日委员之沪案司法调查。

１０﹐７（八，二０）

（１）国民党政治会议派汪兆铭、谭延闿、古应芬组织委员会，策划派遣学生（二百五十名）

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以鲍罗廷为顾问。

（２）段祺瑞任颜惠庆为驻英公使，又批准国际禁止贩卖妇孺公约及禁止淫刑公约。

（３）英、美、日沪案司法调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华人拒到会作证）。

（４）检察官翁敬棠在天津呈总检察庭检举章士钊在司法总长任内对金佛郎案有共犯嫌疑。

１０﹐８（八，二一）

（１）荷使欧登科照会外交部，将荷国部分庚子赔款完全退还（约八九万元）。

（２）北京外交部向俄使馆抗议俄舰运军火接济广东。

（３）蒋中正所率之东征军在石龙集中完毕，命何纵队长应钦督攻惠州。

１０﹐９（八，二二）

（１）段祺瑞令各省长官舟楫同持，支柱艰危。

（２）段祺瑞以薛笃弼为甘肃省长。

（３）冯玉祥部蒋鸿遇进入兰州。

（４）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推汪兆铭、鲍罗廷起草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案。

（５）中日文化委员会举柯劭忞为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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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０（八，二三）

（１）浙江督办孙传芳召集军事会议，决起兵反奉，先以秋操名义，调杭州军队向长兴出动

（张作霖力谋在东南发展，订购大批军械，拟于明春取浙闽，孙得此消息，决起兵取江苏，

冯玉祥、岳维峻、孙岳与孙传芳及萧耀南亦有联络，共同对张，但冯主暂缓发动）。

（２）蒋中正自广州抵石龙。

（３）故宫博物院成立，李煜瀛任理事长。

（４）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推陈炯明为总理，唐继尧副之。

（５）山东郯城兵变。

１０﹐１１（八，二四）

（１）孙传芳通电指斥压迫上海罢工工人复工及听任各国实行沪案司法调查，反对关税会议，

赞成唐绍仪之关税自主电。

（２）冯玉祥自张家口到绥远城。

（３）广东省政府发东征宣言，决定扫除陈炯明残部，统一广东。

１０﹐１２（八，二五）

（１）陈铭枢（第四军第十师长）到梧州，商请李宗仁、黄绍竑出兵夹击广东南路之邓本殷

（或谓汪兆铭、谭延闿于是日与李、黄会于梧州，按是日汪、谭均在广州出席政治会议，在

梧州与李、黄相会者为陈铭枢）。

（２）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决每日拨发省港罢工委员会八千元。

（３）沪案司法调查开庭，华人拒不出席，市民举行反对沪案重查大会（美方委员意见亦不

利于英）。

１０﹐１３（八，二六）

（１）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督第一纵队何应钦，猛攻惠州城，团长刘尧宸阵亡。

（２）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鲁涤平、戴岳）、第三军（王均）进攻粤北连州连山之川军汤子

谟等（熊克武部）。

（３）湖南赵恒惕下令讨伐醴州镇守使贺龙（贺龙先由杨森收编，由鄂入川后叛投熊克武，

及退入湘西，又叛熊投赵，至是又叛）。

１０﹐１４（八，二七）

（１）东征军第一纵队长何应钦（第一师及第三师）攻克惠州，俘虏四千余名，步枪一千五

百枝，机关枪四挺，杨坤如东遁。

（２）国民政府拨款十万元，接济参加南征桂军。

（３）江苏督办杨宇霆因浙江孙传芳军之行动，令撤退上海奉军第二十师邢士廉部。

（４）冯玉祥到绥远包头。

（５）全国教育联合会在长沙举行年会。

１０﹐１５（八，二八）

（１）孙传芳自称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以浙江第一师师长陈仪为第一军司令，第四师师

长谢鸿勋为第二军司令，第二师师长卢香亭为第四军司令，第三师长周凤岐为第五军司令，

自兼第三军司令，一、二军进向上海，三、四军进向宜兴。

（２）蒋中正偕俄将嘉伦入惠州，设东征军总指挥部。

（３）陈铭枢（第四军第十师长）任南征指挥官，进讨邓本殷、苏廷有、陈德春。

（４）第二军副师长戴岳占领连州，熊克武旧部川军走桂边。

（５）广东外交代表团到北京，倡议召集全国国民外交代表大会。

１０﹐１６（八，二九）

（１）五省联军浙军第二军谢鸿勋占上海，第四军卢香亭占宜兴，孙传芳出驻嘉兴，与浙省

长夏超、闽督周荫人宣布讨伐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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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广东南路邓本殷等部迫江门。

１０﹐１７（八，三０）

（１）段祺瑞下令制止江浙战事。

（２）江苏师旅长白宝山、马玉仁、郑俊彦等通电讨奉系，拥吴佩孚、孙传芳，奉军退常州。

（３）东征军分三路东进，右路第一纵队何应钦出海丰，中路第二纵队李济琛出三多祝，左

路第三纵队程潜出河源（兵力共约二万一千人）。

（４）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扩大为革命青年联合会，本日在广州成立。

（５）蒋中正辞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职。

１０﹐１８（九，一）

（１）浙军卢香亭占丹阳，杨宇霆、郑谦即离南京，奉军一部退浦口，一部为陈调元缴械，

第十八师师长丁喜春、江苏督办公署参谋长臧式毅等被捕。

（２）广东南征军第十二师梁鸿林（梁鸿楷旧部）叛变，陈铭枢部自江门退单水口。

（３）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军官响应孙传芳讨奉，萧耀南拥吴佩孚主持。

（４）胡汉民抵莫斯科（翌日晤加拉罕）。

１０﹐１９（九，二）

（１）苏浙军败奉军于津浦路乌衣，山东督办张宗昌派兵驻徐州防御。

（２）吴佩孚通电讨张作霖。

（３）中奥通商条约签字于维也纳。

（４）蒋中正长公子经国自粤赴莫斯科孙文大学留学。

１０﹐２０（九，三）

（１）孙传芳到南京。

（２）孙传芳、萧耀南、岳维峻、孙岳、方本仁、杨森等二十余人通电，推吴佩孚为讨贼联

军总司令。

（３）张作霖代表郭瀛洲到包头晤冯玉祥（冯旋派张树声赴奉答聘）。

（４）段祺瑞派王宠惠为调查法权委员会全权代表。

（５）张宗昌以毕庶澄代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

（６）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反奉宣言，劝爱国民众站在反奉运动的主体地

位，要求释放政治犯，解除奉系安福系武装，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

１０﹐２１（九，四）

（１）吴佩孚自岳州到汉口，称讨贼联军总司令，以蒋方震为参谋长，章炳麟为总参赞，张

其锽为秘书长，张福来为军务处长，张志潭为外交处长，高恩洪为交通处长（拟假道河南与

孙传芳会攻徐州）。

（２）冯玉祥电张作霖、孙传芳，调停战事。

（３）张宗昌自济南到徐州，自任防御总司令。

（４）国民党中央委员林森、张继、谢持、石瑛、邹鲁等请北京执行部召开会议，被拒（执

行部由共产派于树德主持）。

（５）东征军第三纵队（程潜）克河源。

（６）北京参政院通过关税国定税率条例。

１０﹐２２（九，五）

（１）段祺瑞派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基、蔡廷干为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

（２）段祺瑞代表邓汉祥晤冯玉祥。

（３）吴佩孚发表对外宣言，尊重已定条约，反对现在开关税会议。

（４）赵尔巽、王士珍通电请维持和平。

（５）江西第一师长邓如琢在九江就赣皖联军总指挥，准备助孙传芳入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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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东征军右路第一纵队何应钦占海丰，陈炯明部谢文炳仅以身免。

１０﹐２３（九，六）

（１）东征军第三纵队程潜东进紫金（翌日占领）。

（２）张作霖通电表示愿维持和平。

（３）段祺瑞电劝冯玉祥与张作霖合作。

（４）段祺瑞派邓如琢赴安徽查办事件。

（５）安徽督办姜登选被迫离蚌埠，将印信交皖军旅长倪朝荣、马祥斌。

（６）财政善后会议拟订关税自主办法。

１０﹐２４（九，七）

（１）中国国民党对时局宣言，斥张作霖、段祺瑞，对于长江战事，将努力使应战者之一方

集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使此战结果须实现：（一）建设统一之国民政府，（二）召集国民会

议预备会议，（三）根本解决不平等条约，（四）保障人民自由权。国民须奋起拥护国民革命

势力，推倒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之势力。

（２）冯玉祥与李烈钧商时局。

（３）吴佩孚再发讨张作霖通电。

（４）吴佩孚以萧耀南为讨贼军鄂军总司令，陈嘉谟副之。

（５）北京交通部与满铁会社订立兴建吉敦铁路合同。

（６）广东南路邓本殷部陷罗定。

（７）黄埔军官学校派学生十五名赴莫斯科留学孙文大学（续派二十四名）。

１０﹐２５（九，八）

（１）北京学生举行关税自主反对关税会议示威运动，与警察冲突，伤数人。

（２）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等与于树德（共产派）在北京国民党执行部冲突。

（３）孙传芳张宗昌两军开始在蚌埠以北相战。

１０﹐２６（九，九）

（１）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开幕，到英、美、法、义、日、荷、比、丹麦、瑞典、挪威、西

班牙、葡萄牙等十二国代表，推沈瑞麟为主席，王正廷致词，各国代表原则上赞成中国关税

自主。

（２）北京学生数千人由北京大学教授领导，在天安门开会，反对关税会议，举行关税自主

示威运动，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段祺瑞之卫队冲突，受伤拘捕多人。

（３）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宣言，主关税自主。

（４）国民党反共之中央委员林森、张继、谢持、石瑛、邹鲁等电请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在张

家口开全体会议（因冯玉祥不允，未果）。

（５）吴佩孚任寇英杰、陈嘉谟、卢金山为鄂军一、二、三路司令。

（６）国民第二军师长田玉洁、李纪才、樊锺秀等宣布豫省中立（意在阻吴佩孚入豫）。

（７）汉口造纸厂与中日实业会社订立借款一百万日元。

（８）广东邓本殷部进迫江门，南路危急。

（９）北京宪法起草委员会将所草定宪法，一读通过。

１０﹐２７（九，一０）

（１）关税会议设立：（一）关税自主事宜委员会，（二）规定实行裁厘加税办法事务委员会，

（三）

关税会议有关事项委员会。

（２）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以南路邓本殷猖獗，调第二纵队李济琛往援。

（３）陈炯明部黄业兴败东征军第一纵队第三师谭曙卿于五华华阳，第一师何应钦部亦遭袭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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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吴佩孚任袁祖铭为川黔讨贼军总司令，邓锡侯为副司令兼川军第二路司令，刘湘为川

黔后方筹备总司令，刘存厚为川军后方援军总司令，杨森为川军第一路司令，赖心辉为第三

路司令，王天培、彭汉章、周西成分任黔军第一、二、三路司令。

（５）孙传芳任命苏皖赣师长旅长白宝山、马玉仁、郑俊彦、陈调元、张仁奎（以上苏军师

长）、倪朝荣、王普（以上皖军旅长）、马祥斌、邓如琢（赣军师长）、高世读、华镕章（以

上皖军旅长）十一人为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军司

令。

（６）冯玉祥电覆王士珍等维持和平。

１０﹐２８（九，一一）

（１）蒋中正督东征军第一、第二纵队何应钦、谭曙卿、冯轶裴、张发奎、陈济棠各部，大

破洪兆麟于华阳、默林、河婆，洪部精锐丧失殆尽。

（２）东征军左路第三纵队程潜占五华。

（３）山东张宗昌东路军及奉军邢士廉占江苏海州，孙传芳调陈调元、郑俊彦等赴援。

（４）安徽省长吴炳湘去职。

１０﹐２９（九，一二）

（１）南征军第十师陈铭枢得第二军戴岳师、第三军王均师助，败邓本殷部于江门，夺回单

水口（即进占台山，开始总攻）。

（２）吴佩孚军拟假道河南，岳维峻不允。

（３）邓如琢率军自江西到安庆。

（４）段祺瑞定于明年一月十五日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

（５）俄顾问季山嘉到广州（代嘉伦）。

１０﹐３０（九，一三）

（１）东征军何应钦、冯轶裴、张发奎围困林虎、刘志陆、李易标于双头横流渡（五华南），

俘四千余，李及黄任寰、黄业兴、王定华微服逃，林部大半歼灭。

（２）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１）拒聘日本领事为顾问及交换新闻（广州日领事曾向汪兆

铭提出），（２）派陈公博、陈孚木、甘乃光等为统一党报委员会委员。

（３）吴佩孚电公使团，依东三省例，截留苏皖浙闽赣鄂湘等省盐税。

（４）关税自主事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王正廷主席。

（５）萧耀南等推齐燮元为讨贼联军副司令。

（６）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致书中国国民党党员，共同努力于组织中国民众。

１０﹐３１（九，一四）

（１）东征军左路第三纵队程潜占兴宁。

（２）孙传芳抵安徽临淮关，对津浦路奉军下总攻击令，由卢香亭指挥（孙力盼岳维峻出兵

攻山东，岳不应）。

（３）段祺瑞以朱兆莘任驻义公使。

（４）省港罢工委员会准日、美、法轮船商店工人回工。

１１﹐１（九，一五）

（１）东征军第一纵队何应钦部占揭阳。

（２）国民政府以第三军长朱培德为南征军总指挥，以陈铭枢（南）、王均（中）、戴岳（北）、

俞作柏（西）为一二三四路指挥，陈章甫为右侧支队。

（３）俄人季山嘉任广州军事顾问团主任（原由罗茄觉夫代理，季于１０﹐２９到广州）。

（４）戴传贤（季陶）、邵元冲、沈定一（玄庐）主办之【独立旬刊】在上海刊行。

（５）段祺瑞之和平运动，由张作霖、冯玉祥、岳维峻之代表与段之代表会商。

１１﹐２（九，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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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孙传芳军卢香亭等败张宗昌军于津浦路之固镇，俘张之前敌总指挥施从滨，解蚌埠斩

首。

（２）冯玉祥通电主张和平。

（３）东征军第三纵队程潜占梅县。

（４）南征军第三路指挥戴岳自新兴进占兴胜。

１１﹐３（九，一七）

（１）俄国莫斯科孙文大学成立。

（２）北京关税会议通过自主案，但须先裁厘金。

（３）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

１１﹐４（九，一八）

（１）东征军第一纵队何应钦占领汕头，陈炯明残部退闽赣边，刘志陆走香港。

（２）南征军第二路王均（中）、第一路陈铭枢（南）攻克恩平及那碉。

１１﹐５（九，一九）

（１）国民政府电直奉将领，提出推倒段张后组织政府之条件。

（２）美使马慕瑞电告国务卿，冯玉祥军三万进向北京，俄军五千将开至张家口，赤军二师

自赤塔入外蒙古，张作霖军五万集中热河附近，奉军中有日人一千五百，白俄一千二百。

（３）何应钦入潮安，并受命为潮汕善后督办。

（４）孙传芳军占宿州，续向张宗昌军进击，战于夹沟。

１１﹐６（九，二０）

（１）张作霖任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团司令，警备天津直南，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团司令，

警备徐海曹州，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团司令，警备京东直北，姜登选为第四方面军团司令，

警备津浦北段，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司令，警备热河西部。

（２）冯玉祥派往日本观操之韩复渠、程希贤回抵包头（韩等在日与奉天派往之郭松龄曾商

洽合力倒张作霖）。

（３）孙传芳军东路白宝山、陈调元等占海州。

（４）蒋中正到汕头，发收复东江通电。

（５）关税会议规定实行裁厘加税办法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王正廷主席。

１１﹐７（九，二一）

（１）东征军第二纵队（陈济棠师）占饶平（粤东已无陈炯明部）。

（２）汕头举行欢迎东征军大会。

（３）胡汉民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会，并发表文章。

（４）冯玉祥发第二次和平通电，张作霖应之。

（５）改上海国立自治学院为国立政治大学，仍以张嘉森（君劢）为校长。

１１﹐８（九，二二）

（１）孙传芳军卢香亭占徐州，张宗昌溃走济南。

（２）冯玉祥以奉军西进，令鹿锺麟退南口备战。

（３）蒋中正派兵入闽，肃清陈炯明残部（旋陈部退去，中止入闽）。

（４）广州南征军第一路指挥陈铭枢、第二路指挥王均占领阳江，第四路指挥俞作柏（约五

千人自广西来）占领化州，攻邓本殷之背，罗定邓部退向高州梅菉。

１１﹐９（九，二三）

（１）中国国民党自本日起举行总理纪念周。

（２）张作霖代表许兰洲、郭瀛洲与冯玉祥订合作条件九项。

（３）奉系海军炮击吴淞。

（４）美商轮在四川长寿撞沉运兵船，溺死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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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长沙学生为集会结社言论自由请愿，被军警驱散。

１１﹐１０（九，二四）

（１）孙传芳进驻徐州，前敌军事行动暂停。

（２）国民二军李纪才等师进向山东曹州（与镇守使吴长植军合），第三军徐永昌等师由陕

西抵洛阳。

（３）南征军总指挥朱培德进抵阳江，令各部军会攻高州。

（４）蒋中正再电福建周荫人解散陈炯明残部（１１﹐７曾去电）。

（５）中东铁路俄局长伊万诺夫通告，自１２﹐１起，中国军队须先付运费，方得乘车。

１１﹐１１（九，二五）

（１）冯玉祥函责张作霖。

（２）冯玉祥之参谋长熊斌自俄国回抵包头，向冯玉祥报告。

（３）新任香港总督金文泰讲演，希望与广州和好。

１１﹐１２（九，二六）

（１）冯玉祥电段祺瑞及外交团，谓奉军向北京附近增兵，已命所部退往南口。

（２）国民二军北路总指挥邓宝珊等师进向邯郸大名。

（３）张学良入关督师，到天津，因李景林等态度变化，改趋和平。

（４）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立，委员为谭平山、邓泽

如、林祖涵、林森等人（林森已离粤）。

（５）黄埔军官学校潮州分校成立。

（６）广州军事委员会任蔡巨猷为川湘边防司令。

１１﹐１３（九，二七）

（１）段祺瑞明令冯玉祥、岳维峻，维持京汉路沿线，制止吴佩孚，命孙传芳停止军事行动，

张作霖、李景林办理津浦路沿线，近畿驻兵即日恢复原状。

（２）国奉两军于北京成立联合办事处。

（３）关税会议注意于附加税，自主问题无形打消。

（４）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关税会议宣言主张（一）在此会议中应要求关税完全自

主，并讨论废除不平等条约;（二）参列本党政府代表，以为北京政府之指导监督。

１１﹐１４（九，二八）

（１）关税会议各国同意立即实行华盛顿会议所决定之税则。

（２）东征军第三纵队入福建永定（１１﹐１９退回）。

（３）南征军第四纵队俞作柏围攻高州。

（４）国会非常会议宣言，段祺瑞应即下野，一切依法解决。

１１﹐１５（九，二九）

（１）豫督岳维峻至徐州晤孙传芳，商军事，前方由岳部担任，孙军一部即回浙（防革命军

入闽）。

（２）李景林撤退京汉路奉军，将保定大名防区让出，国民二军邓宝珊部进逼顺德。

（３）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再展期。

１１﹐１６（一０，一）

（１）苏俄令驻库伦俄代表（大使）康格拉里发给国民一军冯玉祥部步枪二万五千枝，机关

枪一百四十架，大炮四十二门，迫击炮十架，防毒面具三万件，飞机六架，电话四百具，国

民二军岳维峻步枪三千五百枝，机关枪四十架，郑思成步枪三千枝，机关枪五十二架，大炮

十二门，迫击炮十八架（冯在库伦设有办事处，由其副官长张允荣任处长）。

（２）奉系与国民军系代表在天津订和约八条。

（３）张宗昌东路军围攻清江浦（旋以徐州已失，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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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南征军第三路指挥戴岳（北路）占领罗定。

（５）白崇禧破川军熊克武部于广西全州，毙其总指挥罗觐光（熊部入湘境，为唐生智收编）。

（６）蒋中正在汕头总商会讲演，说明国共界线。

（７）国民党中央委员林森、居正、石瑛、邹鲁、戴传贤、石青阳、叶楚伧、邵元冲、张继、

吴敬恒、谢持、茅祖权、傅汝霖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集会，定于１１﹐２３开正式中央执行委

员会全体会议，并电知广州汪兆铭、谭延闿等（原拟于１１﹐８在张家口开会，未果）。

１１﹐１７（一０，二）

（１）北京派王宠惠为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

（２）国民军第二军师长邓宝珊部至保定，与正在撤退之奉军李景林部冲突，翌日，经调停

后，奉军撤退。

１１﹐１８（一０，三）

（１）福建民军卢兴邦再占尤溪。

（２）国民党中央委员林森、邹鲁、叶楚伧、戴传贤、邵元冲、沈定一等在北京西山举行预

备会议，吴敬恒主席，决与共产派协商，不采片面分裂行动。

１１﹐１９（一０，四）

（１）关税会议各国承认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起中国关税自主，但中国须于同时裁撤厘金。

（２）国民军第二军师长李纪才、田维勤、陈文钊、王为蔚等联合兖州张培荣军向张宗昌军

进迫，张军退泰安。

（３）蒋中正派代表分赴浙闽晤孙传芳、周荫人。

（４）反共之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份子不满昨日预备会议，拘殴戴传贤、沈定一（翌日戴

声明反共，离北京南下）。

１１﹐２０（一０，五）

（１）冯玉祥与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之代表订立密约，共同对张（作霖），冯助郭

经营东北，郭助冯经营西北，直隶热河归李景林（１１﹐２３郭签字）。

（２）国民二军北路总指挥到保定。

（３）张作霖电北京，请迅令豫军退出鲁境，保定大名应由国民一军接防。

（４）段祺瑞命岳维峻部自山东开回原防。

（５）广州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会议（１）不准林森等在北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中央

执行委员会去电驳斥。（２）明年一月一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３）取消邹鲁北上外交代表

名义，交北京执行部查办。

（６）广州南征军第一路陈铭枢、第二路王均、第四路俞作柏克高州，邓本殷部退廉江。

（７）广州商界代表赴香港，调解粤港工潮。

（８）汉口惨案先决条件，由汉口交涉员与领事签字。

（９）中日争持三年之青岛盐输出案，秘密解决。

１１﹐２１（一０，六）

（１）邓如琢率赣军自津浦路转长江，回安庆，与芜湖王普部冲突。

（２）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决再缩短关内防线。

１１﹐２２（一０，七）

（１）滦州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兼第十军长郭松龄电请张作霖息战去职，将政权交张学良，

当竭诚匡佐。另电倡导和平，班师出关，斥杨宇霆倒行逆施。即逮捕姜登选（一说姜于１１

﹐２３被捕，１１﹐２７被杀），并派兵东进（编所部为东北国民军，以刘振东、刘纬、范

浦江、邓霁云、魏益三为军长）。

（２）北京各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与军警冲突（参加团体有北京大

学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北京爱国运动大同盟、北京总工会、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京学生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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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国民党市党部、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等）。

（３）国民二军邓宝珊部自保定东进。

（４）蒋中正将粤军张和、余鹰扬两团在大埔缴械。

１１﹐２３（一０，八）

（１）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覃振、石瑛、居正、邹鲁、石青阳、叶楚伧，候

补委员邵元冲、沈定一（玄庐）、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吴敬恒在北

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林森主席，议决（一）

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二）解除俄人鲍罗廷顾问职务。（三）取消政治委员会。（四）

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五）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六）

推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伧为常务委员。（七）弹劾汪兆铭（以下简称西山会议。

按此次会议用款均由孙科、许崇智筹措）。

（２）南征军第三路戴岳、第四路俞作柏部克廉江，邓本殷退雷州。

（３）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长李济琛奉军事委员会命，自广州往南路主持南征军务（时陈铭枢

与南征总指挥朱培德不协，朱部第三军均向北撤退）。

（４）郭松龄军前锋抵山海关，与奉军张作相师相战。

１１﹐２４（一０，九）

（１）郭松龄在滦州二次通电，斥杨宇霆攘权弄兵，拥张学良总制全辽。

（２）国民二军王为蔚、陈文钊、田维勤等师相继过徐州北进，占兖州。

（３）段祺瑞任黄郛为驻德公使（未赴）。

（４）香港总督金文泰函邀广州外交部长伍朝枢访香港（１１﹐２８伍覆请金文泰先访广

州）。

１１﹐２５（一０，一０）

（１）冯玉祥电劝张作霖去职。直隶督办李景林通电，宣布保境安民，脱离奉天关系。

（２）段祺瑞以孙传芳任江苏督办，邓如琢任安徽督办。

（３）共产党北京地区委员会决定对北方国民党的态度，抨击右派及戴季陶主义。

（４）胡汉民自莫斯科电汪兆铭，不赞同西山会议之举。

（５）广州罢工委员会决封锁全省港口，以制香港。

１１﹐２６（一０，一一）

（１）北京西山会议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二次开会（以下简称西

山会议）。

（２）段祺瑞之亲信曾毓隽为国民军拘捕，接近奉系之安福系人多逃避，段即电冯玉祥入京

商时局，并派黄郛往迎。

（３）段祺瑞令筹备裁厘金。

（４）李景林派代表李凤楼到北京，韩玉宸赴张家口，表示与郭松龄一致。

（５）张学良到秦皇岛，谋向郭松龄劝导。

（６）奉天铁岭日军向沈阳开拔。

（７）蒋中正改编粤军张和旅余鹰扬团为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冯轶裴任师长）。

（８）孙传芳就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省长职。

１１﹐２７（一０，一二）

（１）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第四次全体会对时局宣言，宣布段祺瑞政府

之罪状，此后政府必须为民众所组织，仍本上年国民党总理宣言所主张，以国民会议谋中国

之统一与建设，始终为拥护国家与民众利益而奋斗。

（２）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兆铭、谭延闿、谭平山、林祖涵、于右任、于

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委员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通电，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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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等在北京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劝速来广州于十二月十一日开会。

（３）郭松龄军占领山海关，日本增兵南满，布防营口沈阳等处。

（４）张学良之日本顾问宇田与郭松龄之日本顾问仪我会于滦州，未获结果（张即返奉天）。

（５）冯玉祥自包头回抵张家口。

（６）国民二军李纪才等由泰安进迫济南。

（７）徐树铮访日本外相币原，恳特别援助段祺瑞。

（８）北京外交部向公使团提出沪案解决办法三项（英美日三国司法调查报告不同，未能公

布）。

１１﹐２８（一０，一三）

（１）北京工人学生举行国民革命大示威运动，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顾孟余等指挥，包围

段祺瑞宅，要求段氏下野，组织国民政府，大众捣毁章士钊、李思浩、梁鸿志、朱深、曾毓

隽住宅。

（２）徐树铮访日本首相加藤，日内阁会议，决定暂不向满洲增兵。

（３）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辞职，以许世英继任。交通总长叶恭绰、次长郑洪年、北京警察

总监朱深亦均辞。

１１﹐２９（一０，一四）

（１）北京各团体继续昨日之行动，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为主席，议

决（一）倒段祺瑞政府，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二）由此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三）由国

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责成国民军服从议决案，惩办卖国贼，查办金佛郎案。晨报馆被捣毁。

（２）段祺瑞亲信姚震为国民二军代表李仲三所捕。

（３）许世英到张家口，冯玉祥表示拥护段祺瑞政府。

（４）俄国派往冯玉祥军中之顾问 HenryA。Lin 到张家口，说其支持北京示威运动，推翻

段祺瑞政府，冯表示冷淡。

（５）张宗昌部毕庶澄入烟台，缴张怀斌部械。

１１﹐３０（一０，一五）

（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决：（一）免去邹鲁之广东大学校长，以顾孟余继任，由陈公博

代理（广东大学反共之教授周佛海、黄季陆等三十八人辞职离校）

。（二）赞成冯玉祥、徐谦、于右任、王宠惠等在北京组织临时政府委员会。

（２）北京警卫总司令鹿锺麟禁止群众集会（国民党人士对冯玉祥颇不满）。

（３）段祺瑞因冯玉祥表示拥护，即准备修改政府制，设责任内阁（是日许世英自张家口回）。

（４）李景林以冯玉祥要求其让出直隶，复受奉天许兰洲及日人运动，态度转变，改与山东

张宗昌联合，组织直鲁联军，准备抵抗国民军（李部二师五旅，约五万人，编为五军，以李

爽恺为总指挥）。

（５）郭松龄将所部改组为东北国民军。

（６）张作霖因张学良安抚郭松龄之计划失败，宣言讨伐，吴俊升部即由黑龙江南调。

（７）奉系热河都统阚朝玺退回奉天，冯玉祥部宋哲元师进占承德（１２﹐４北京任宋为热

河都统）。

（８）广州南征军第一路陈铭枢、第四路俞作柏占廉州。

１２﹐１（一０，一六）

（１）中东铁路俄局长伊万诺夫不允张作霖免费运兵（郭松龄与苏俄通，俄拟进兵哈尔滨，

以日本表示强硬，有所顾忌，俄局长特出此以困张，１１﹐１０宣告自今日起，中东路为中

国运兵，须照付运费）。

（２）苏俄大使加拉罕回北京。

（３）郭松龄电北京日使芳泽，声明尊重日人在东北之已有权利，并请日本严守中立。



- 460 -

（４）段祺瑞以贾德耀（冯系）继吴光新任陆军总长。

（５）孙传芳不承认段对东南各省所下命令，自以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任陈调元为安徽总司

令，王普为安徽省长，陈陶遗为江苏省长。

（６）吴佩孚在汉口发行军需债券二千万元。

（７）东征军程潜部克平远。

（８）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劝速起武装，打倒段祺瑞

政府及一切反动势力，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

１２﹐２（一０，一七）

（１）北京西山会议第四次会议，议决开除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

候补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均系共产党）党籍，定明年三月二十

九日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２）广州政治委员会召还北上外交代表团主席林森，以徐谦继任。

（３）郭松龄电北京公使团，声明保护东三省外人，尊重既成条约，请严守中立。

（４）直隶督办李景林自称直鲁联军总司令，通电保境安民，准备与国民军作战。

（５）萧耀南、孙传芳、夏超联名通电收束军事。

（６）苏俄大使加拉罕、武官 Vorinin、国民一军顾问主任 HenryA。Lin 等在大使馆会议援

冯玉祥问题（冯军已得步枪五万余枝，机关枪三百余挺，炮一百六十余尊）

。

（７）汉口人力车夫四千余罢工，反对加租。

１２﹐３（一０，一八）

（１）郭松龄占奉天兴城。

（２）国民二军李纪才因所部直系师长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三师不为所用，围攻济南失

利。

（３）邓如琢为孙传芳、陈调元、王普所阻，不得志于安徽，率军回九江。

（４）广西军黄旭初助南征军攻占灵江，败旧桂军陆福祥。

（５）段祺瑞以陈锦涛（冯系）代李思浩任财政总长，陈宧代莫德惠（奉系）为农商总长。

１２﹐４（一０，一九）

（１）北京西山会议第六次会议，议决开除汪兆铭党籍六个月，并不得在中国国民党执政地

方之政府机关服务。

（２）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汪兆铭等通告反对西山会议。

（３）李景林通电诋冯玉祥，斥愚弄部下，扰乱陕甘直鲁，利用赤化，决声罪致讨。

（４）国民二军邓宝珊部与李景林部在马厂接触。

（５）日本代表田中晤冯玉祥。

（６）段祺瑞以鹿锺麟兼北京警察总监，宋哲元为热河都统。

（７）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对奉天战争暂守静默。

１２﹐５（一０，二０）

（１）郭松龄败奉军汲金纯师于连山，张作相师万福麟旅（骑兵）东退，郭军占锦州，张作

霖准备出走。

（２）李景林通电否认北京政令，张宗昌亦有同样表示，自称山东保安司令。

（３）段祺瑞电请冯玉祥、岳维峻、孙岳、萧耀南、孙传芳、方本仁、邓如琢、郭松龄八人

会议法统、内阁、东三省及直鲁问题。

（４）俄大使加拉罕晤冯玉祥。

（５）山东高等审判厅长张志为张宗昌枪毙。

１２﹐６（一０，二一）刘湘在成都召开四川善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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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一０，二二）

（１）张作霖打消去意，决集兵辽河左岸，与郭松龄决战，调吉黑军增援（因得日本之助）。

（２）日本外务大臣币原训令驻华日使芳泽，提出调停张作霖、郭松龄两军之建议。

（３）广西军胡宗铎、黄旭初南征军占钦州，林俊廷走安南，所部杨腾辉降。

１２﹐８（一０，二三）

（１）冯玉祥、李景林两军战争开始，冯以张之江任北路总指挥，猛攻杨村（冯军南路总指

挥邓宝珊攻马厂，李军北路为马瑞云，南路为李爽恺）。

（２）围攻济南之国民二军李纪才、王为蔚、陈文钊等师败退兖州。

（３）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上月北京革命运动通电慰励，完全拥护其二十九日之决

议。

（４）汪兆铭对广州民国日报记者谈话，谓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其议决当然无效。

１２﹐９（一０，二四）

（１）日军第十师团司令部由辽阳移入奉天省城，大批日军来奉天，屯驻南满铁路沿线。

（２）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警告张作霖、郭松龄两部，不得侵及南满铁路附属地及日军警备

区域，或伤及日本之权益。

（３）公使团因冯玉祥李景林战争，照会外交部，认天津驻兵为违背辛丑条约，请特别注意，

同时天津领事团组织联军，分布华界租界交界地方。

（４）冯玉祥通电刷新政治，列举十二条。

（５）豫匪孙殿英（原为孙岳、叶荃所收编）攻入皖北亳州，大事淫掠。

（６）西山会议第十一次会议议决遵照总理遗嘱，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有不

以平等待我者，皆当反对。

（７）陈炯明部将洪兆麟在自香港赴沪船中被刺死（一作１２﹐７）。

（８）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定整军原则。

１２﹐１０（一０，二五）靳云鹗受吴佩孚、孙传芳委任为联军第一军总司令，到徐州，即

往鲁南，接统旧直军陈文钊、王为蔚、田维勤三师。

１２﹐１１（一０，二六）

（１）蒋中正在汕头演讲革命应统一指挥。

（２）徐树铮自欧美日本回抵上海，上海帮会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迎之（孙传芳旋

自南京来晤）。

（３）冯玉祥拟以黄郛摄阁代段祺瑞。

１２﹐１２（一０，二七）

（１）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历述过去一年来革

命奋斗之经过。

（２）西山会议第十三次会议议决，发起武力与民众结合的国民大会。

（３）国家主义团体醒狮社、大江社、大神州社、国魂社、少年自强会、国家主义青年团发

表联合宣言，倡导【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内不妥协，外不亲善，全民革命，全民政治】。

（４）京津交通阻绝，公使团提出严重警告。

（５）李景林军败国民二军邓宝珊、三军徐永昌部于马厂，同时国民一军张之江亦在北仓失

利。

１２﹐１３（一０，二八）

（１）郭松龄军占营口河北车站，日军干涉，禁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二十里内作战，否则以武

力制止（１２﹐１５郭电日使质问）。

（２）国民二军师长邓宝珊（瑜）通电主张召集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

（３）西山会议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中央党部移至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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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执行部取消。

（４）戴传贤声明解除一切政务党务职责，并函蒋中正论党内纠纷及个人主张。

１２﹐１４（一０，二九）

（１）西山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议决训令各党部不得参与广州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２）豫军樊锺秀突行攻占山西辽州。

１２﹐１５（一０，三０）

（１）日本阁议决调朝鲜驻军向满洲出动。关东司令白川再电张作霖、郭松龄两军警告，不

准进入南满铁路附属地二十华里以内，并划营口为中立地带。

（２）郭松龄军占新民，张学良退守辽河。

１２﹐１６（一一，一）

（１）鲍罗廷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否认与冯玉祥订约。

（２）公使团声明因中国内乱，司法调查展期举行。

（３）北京教育部规定外人在华所设学校校长须为中国人，董事会内中国人须占半数。

１２﹐１７（一一，二）

（１）西山会议第十六次会议，推定中央执政委员会各部部长，组织部居正，宣传部戴传贤，

青年部叶楚伧，妇女部茅祖权，工人部沈定一，农人部覃振，商人部孙科，海外部林森，调

查部石青阳。

（２）徐树铮、孙传芳自上海到南通，访张謇（１２﹐１８离去返上海）。

（３）冯玉祥电覆直隶省议会，责李景林背约诬诟，相逼太甚，不得不战。

（４）北京外交部向俄使要求驱逐唐努乌梁海在莫斯科之代表。

（５）上海工人领袖刘华被戒严司令部枪毙。

１２﹐１８（一一，三）

（１）阎锡山因樊锺秀攻晋，电冯玉祥、岳维峻质问（冯覆与国民军无关，阎即派重兵迎击）。

（２）冯玉祥向段祺瑞条陈政治意见。

（３）俄共全国代表大会开幕（１２﹐３１闭幕。会中斯大林派与托洛斯基派相争，托派不

利）。

１２﹐１９（一一，四）

（１）郭松龄向日使芳泽抗议日军助张作霖。

（２）鲁南靳云鹗所统旧直系军转与张宗昌联合。

（３）阎锡山击退攻晋之樊锺秀军。

（４）香港政府辅政司到广州，晤汪兆铭、伍朝枢，商省港罢工问题。

１２﹐２０（一一，五）

（１）公使团严重抗议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开行京津间国际专车事件。

（２）冯玉祥以久战李景林军不下，调李鸣钟、宋哲元部增援，分路进攻。

（３）郭松龄宣布奉系罪状及其十大政策。

（４）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书】。

（５）广州民众大会议决（１）与全国民众一致倒段祺瑞，设国民政府；（２）请国民军冯

玉祥表示态度；（３）警告郭松龄勿蹈张作霖覆辙；（４）拥护省港罢工条件。

１２﹐２１（一一，六）

（１）张作霖以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分任中路、左翼、右翼总司令（兵力约五万），拒

郭松龄。

（２）日本阁议增兵天津，并派军舰赴华北各港。

（３）国民政府特派何应钦为惠潮梅绥靖委员。

１２﹐２２（一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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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海及各地纷起反对日本出兵南满。

（２）郭松龄军在新民巨流河向奉军总攻击。

（３）李鸣钟、宋哲元突破李景林军战壕，占北仓（国民军中有苏俄顾问参加，但未发生重

大作用）。

冯玉祥电保孙岳为直隶督军兼省长。

１２﹐２３（一一，八）

（１）东北国民军郭松龄因所部第二军长刘纬、参谋长陈再新、旅长高纪毅、前炮兵旅长邹

作华等抗命不战，复受黑龙江军吴俊升骑兵袭击及日军干阻，离白沙堡南去（翌日被吴部骑

兵俘获枪决，年四十四，其政务委员会副主任林长民亦死于乱军中，年五十。按高、邹、陈

早与张学良通，由新民日本领事馆代为联络。邹原任炮兵旅长，郭举兵后调为参谋长。一说

本日郭为日本领事诱至领事馆杀害）。

（２）汪兆铭电邀孙科回广州，孙请先停止党报对右派之攻击。

（３）公使团发表沪案司法调查报告及六月间六国委员报告结果，上海工部局总巡及捕头辞

职，以七万五千元抚恤死伤者。

（４）武汉反基督教大同盟游行演讲，被军警禁止。

（５）徐树铮自上海到天津，即赴北京。

１２﹐２４（一一，九）

（１）冯玉祥军占领天津，李景林部南退（李乘日船走青岛）。

（２）前被章士钊停办之女子师范大学又恢复。

１２﹐２５（一一，一０）

（１）南征军（李济琛部第四军）占雷州，邓本殷退回琼州，南路平。

（２）段祺瑞以国民军系之孙岳（三军）任直隶督办兼省长，邓宝珊（二军）任帮办（冯玉

祥部李鸣钟等不满）。

１２﹐２６（一一，一一）

（１）段祺瑞修正临时政府组织，设国务院，以许世英为总理。

（２）冯玉祥派李烈钧、方声涛为总副指挥，率唐之道师防滦东。

（３）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会议电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加强与工农联合，必

可消灭帝国主义。

（４）香港华侨恳亲团为解决工潮到广州，受盛大欢迎，汪兆铭、伍朝枢出席。

１２﹐２７（一一，一二）

（１）段祺瑞下令叶恭绰与南满铁道会社订立吉敦铁路借约手续尚未完备，并未经外部照会

日使，垫款亦未交付，令交通部会同外交部交涉取消合同（外部亦将吉敦路局长魏武英撤差

查办）。

（２）上海市民举行反对日本出兵奉天之示威游行。

（３）冯玉祥因处置直隶地盘问题，为所部及国民二军所不满，内部发生意见，电张之江、

李鸣钟、鹿锺麟等表示辞职。

（４）汪兆铭、谭延闿电林森等，谓西山会议于党于法皆不合，于国尤不利（汪表示亦反对

共产党跨党）。

（５）陈炯明受任中国致公党总理职。

１２﹐２８（一一，一三）

（１）徐树铮见段祺瑞，密陈应付时局方略（传徐在意大利购置军火，并拟联络奉直系对冯

玉祥）。

（２）李景林到济南，与张宗昌合力抗国民军。

１２﹐２９（一一，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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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外交部否认上海工部局解决沪案手续。

（２）蒋中正接见孙传芳代表王季文。

（３）广州孙文主义学会举行成立典礼，发布宣言，以信仰、研究、宣传、实行孙文主义为

宗旨。

１２﹐３０（一一，一五）

（１）徐树铮出京，在廊坊途次为国民军所捕杀，年四十六岁，由陆承武通电承认系为其父

陆建章报仇。

（２）日使芳泽发表南满撤兵声明书（日政府于二十六日下令撤兵）。

（３）翁敬棠继续检举义比金佛郎案，损失约七千万元，合法国部分共损失二万万以上。

１２﹐３１（一一，一六）

（１）吴佩孚宣布结束讨奉战争，主恢复法统（时英日合力促成吴奉合作，共对国民军）。

（２）段祺瑞任命各部总长：王正廷外交，于右任内务，陈锦涛财政，贾德耀陆军，杜锡珪

海军，马君武司法，易培基教育，寇遐农商，龚心湛交通。

（３）蒋中正自汕头回抵广州黄埔。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２６──中华民国十五年丙寅

１﹐１（一一，一七）

甲、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汪兆铭主席，并举行阅兵典礼，国民政府

举行欢迎代表燕会。

乙、冯玉祥通电下野，国事由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岳维峻等主持，并声明国民军名义

早已取消，不再沿用（冯因对国民党及段祺瑞之态度不克即作决定，所部不能团结，及吴佩

孚、张作霖之合作，藉去职以缓和情势）。

丙、天津市民大会，反对日本出兵东北，要求国民军与人民结合。

丁、湖南反日大同盟召集国民大会，议决对日绝交，拥护广州政府。

戊、上海国民党市党部成立，要求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惩处参加西山会议之林森、邹鲁、谢

持等。

己、天津大公报暂时停刊。

１﹐２（一一，一八）

甲、林森、居正等电覆汪兆铭等述共产党把持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及不得不在北京开会之原

因。

乙、蒋中正对少校以上军官讲话，指责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孙文主义学会。

丙、开封各界举行反对日本出兵大会。

丁、上海学生联合会电请国民军将领召集国民会议。

１﹐３（一一，一九）

甲、山海关郭松龄残部由魏益三统率，通电继续反奉，自称国民军第四军军长。

乙、严重代理黄埔军官学校教育长，王柏龄任教导师长。

丙、湖北农民协会成立，到有黄安、黄陂、汉川、黄冈、黄梅等县代表。

１﹐４（一一，二○）

甲、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会，出席代表一百八十九人，秘书长吴玉章

（一）推汪兆铭、谭延闿、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恩克巴图、经亨颐七人为主席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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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总理遗嘱努力履行，（三）电苏俄表示诚意合作，（四）电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一致奋斗，

（五）抗议日本出兵满洲，（六）勖勉国民军将领始终为国民利益而奋斗。

乙、李景林、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编为十路（李景林、李爽恺、马瑞云、张宪、张宗昌、

褚玉璞、毕庶澄、方振武、许琨、程国瑞），李即赴德州督师。

丙、北京西山会议派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二十二次会议，议决发【为取消共产派在

本党党籍告同志书】，即闭幕。

丁、蒋中正在国民政府讲演亲爱团结，国民党必可统一中国。

戊、孙传芳电吴佩孚，响应结束对奉战争。

己、冯玉祥电段祺瑞辞职，以职权交张之江，即离张家口赴平地泉，准备经蒙古赴俄，并以

鹿锺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分任京畿察哈尔绥远热河甘肃司令。

庚、上海交涉员许沅奉命退还工部局沪案（五卅惨案）恤款七万五千元。

辛、全国学生总会否认沪案重查结果。

１﹐５（一一，二一）

甲、张作霖电吴佩孚表示谅解，并通电主恢复约法（英日促成）。

乙、奉天省长王永江反对奉军入关，向张作霖辞职。

丙、安徽总司令陈调元派兵驱逐占据亳州之豫匪孙殿英，枪毙勾通孙匪之旅长华●章，团长

张政德。

丁、潮汕善后督办何应钦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勉与共产党共同努力。

１﹐６（一一，二二）

甲、广州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一）汪兆铭报告政治及廖案，（二）蒋中正报告军事，

（三）致谢俄顾问鲍罗廷，推汪兆铭、邵力子、高语罕起草宣言。

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一）派汪兆铭、谭延闿、蒋中正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二）

决定各军编组（第一军为第一、三、十四师；第二军为第四、五、六师；第三军为第七、八、

九师；第四军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师；第五军为第十五、十六师；第六军为第十七、

十八、十九师；第二、第二十师为独立师），以何应钦为第一军军长，程潜为第六军军长（第

六军由攻鄂军、鄂豫军、潮梅军、独立第一师编成）。

１﹐７（一一，二三）

甲、北京许世英内阁成立（外长王正廷，内长于右任未就），要求段祺瑞自十六日起辞职，

将政权交内阁执行，与段之左右汤漪等冲突（昨日段已允通电下野）。

乙、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一）谭平山报告党务，（二）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三）推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代经亨颐为主席团主席（经未到，宋甫抵粤）

，（四）张国焘、高语罕、许卓然讲述国民党共产党合作之必要，（五）刘尔崧报告工人运动。

丙、浙江各公团联合会及武汉各界代表会分别宣言反对日本出兵东北。

丁、全国海员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

戊、日本名古屋中国留学生追悼郭松龄，被日警拘捕三人（翌日又捕三人）。

己、蒋中正对美国记者谈话，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基督教之虚伪。

庚、汉口旧国会议员宣言主恢复十三年摄政内阁，恢复旧国会，选举新总统。

１﹐８（一一，二四）

甲、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一）陈公博报告农民运动及青年运动，（二）甘乃光报告商民运

动，（三）

何香凝报告妇女运动，（四）毛泽东报告宣传部两年经过。

乙、孙传芳、陈调元电北京请宣布一年来一万三千余万收入之账目。

丙、邓演达任黄埔军官学校教育长。

１﹐９（一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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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民党代表大会（一）推定各种报告审查委员，（二）否认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命

令。

乙、上海总工会宣言否认沪案重查结果。

丙、孙科、吴铁城相继回广州，调停国民党左右派之争。

丁、陈立夫（祖燕）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秘书，开始其党政工作。

戊、段祺瑞通电表示随时可以下野。

１﹐１０（一一，二六）

甲、段祺瑞准冯玉祥辞职，派往欧美考察实业，以张之江兼西北边防督办，李鸣钟为甘肃督

办，刘郁芬为绥远都统，李云龙为陕西督办。

乙、上海各团体联合会成立，反对日本出兵东北，贯澈对沪案主张。

丙、张家口举行反日示威运动。

丁、张景惠到汉口，接洽张作霖与吴佩孚之联合。

戊、蒋中正对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讲演解决国民党员与共产份子纠纷意见。

１﹐１１（一一，二七）

甲、张作霖宣言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以镇威上将军名义主持东三省军务并通电讨山海关之

魏益三。

乙、国民党代表大会否决【代表向总理遗像宣誓案】（以共产派反对）。

丙、全国学生总会及上海总工会分别发布时局主张：促国民军与人民结合继续反奉战争，促

段祺瑞下野，组织临时中央国民政府。

丁、蒋中正与孙科商团结国民党办法，主西山会议案不提出此次代表大会（孙于本日自上海

到广州）。

１﹐１２（一一，二八）

甲、国民党代表大会（一）处决廖仲恺案要犯，（二）保护海外华侨，（三）通过第二届中央

执行监察委员候补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名额及选举方法。

乙、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电请广州全国代表大会速行北伐。

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决改黄埔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１﹐１９任蒋中正为校

长）。

丁、调查法权会议在北京开幕，到英美法义比荷日等十一国代表，美代表 SilasStrawn 为主

席，王宠惠为名誉会长。

戊、段祺瑞令交通部声明前总长叶恭绰与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密订之吉敦铁路合同无效。

１﹐１３（一一，二九）

甲、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一）大会宣言，首述世界现状，次及中国现状，再次本党努力经

过，结以中国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二）处分西山会议派：甲、谢持、邹鲁永远开除

党籍，乙、居正、石青阳、石瑛、茅祖权、覃振、傅汝霖、沈定一、张继、林森、邵元冲、

叶楚伧、张知本用书面警告，丙、戴传贤由大会训令促其猛醒，不可再误。（三）通过对外

政策进行案：甲、与苏联切实联合，乙、扶助弱小民族，丙、联络世界上的革命民众。

乙、刘镇华奉吴佩孚命，号召所部柴云升、张治公等起于陕西安康（寻刘率憨玉琨之弟柴云

升取道山阳商县合同其朝邑同州旧部何梦庚、阮勋、麻振武进攻潼关）（时柴部驻安康，张

部驻白河郧西。二月中旬，刘率柴部，命张部取道南阳进向洛阳）。

丙、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照会北京外交部，要求制止反日运动。

１﹐１４（一二，一）

甲、国民政府明令统一财政。

乙、北京举行反日国民大会，徐谦主席，议决：通电全国组织反日敢死军准备对日宣战，惩

办段祺瑞、龚心湛、曾毓隽、章士钊、陈宧、李思浩、梁鸿志、汤漪、屈映光、段宏业、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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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朱深，召集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制定工会条例，取消治安警察法。

丙、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一）政治报告决议案，（二）工人运动决议案。

丁、国民二军将领邓瑜（宝珊）通电反对恢复法统，主去段祺瑞，依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

议。

１﹐１５（一二，二）

甲、国民党代表大会修改国民党总章。

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派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监。

丙、北京国民反日出兵南满大会代表会议决向日本帝国主义抗议，筹备追悼郭松龄，促开国

民会议预备会。

丁、成都刘文辉部围缴杨春芳师枪械，死伤学生多人。

１﹐１６（一二，三）

甲、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一）妇女运动决议案，（二）青年运动决议案，（三）弹劾西山会

议派修正决议案，（四）慰勉罢工工友及海外华侨案，（五）嘉勉国民政府，（六）选举第二

届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人，为汪兆铭、胡汉民、蒋中正、谭延闿、谭平山＊、宋庆龄、陈公

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徐谦、顾孟余、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何香凝、

伍朝枢、丁惟汾、戴传贤、李济琛、林祖涵＊、李大钊＊、于树德＊、甘乃光、吴玉章＊、

陈友仁、李烈钧、王法勤、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朱季洵＊、刘守中、萧佛成、孙

科。候补委员二十四人，为白云梯、毛泽东＊、许苏魂＊、周启刚、夏曦＊、邓演达、韩麟

符＊、路友于、黄实、董用威（必武）＊、屈武、邓颖超＊、王乐平、陈嘉佑、陈其瑗、朱

霁青、丁超五、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缪斌、吴铁城、詹大悲、陈肇英。

中央监察委员十二人，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李石曾、柳亚子、邵力

子＊、高语罕＊、陈果夫、陈璧君、邓泽如。候补八人为黄绍竑、李宗仁、江浩＊、郭春涛、

李福林、潘云超、邓懋修、谢晋（＊为共产党员，约居三分之一，亲共之左派居三分之一）。

乙、上海妇女联合会宣言，主人民乘机夺取政权，并请广州国民政府北伐。

丙、汕头各界举行反日示威，周恩来演说一致打倒帝国主义。

丁、陈炯明赴汉口，求援于吴佩孚。

１﹐１７（一二，四）

甲、中东铁路俄局长伊万诺夫因不允免费运兵，与奉天当局发生争执，令长春哈尔滨间停止

通车，护路司令张焕相提出抗议。

乙、江苏江阴周水平因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被县署处死刑。

丙、张作霖电吴佩孚，关内事请其主持。

丁、广州南征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渡海抵琼州击败邓本殷军。

戊、中央军官学校第三期学生毕业（共一千二百二十四人）。

己、奉军张学良部进攻山海关之魏益三军，李烈钧赴张家口，力劝国民军援魏。

１﹐１８（一二，五）

甲、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国民党总章修改案，（二）续聘鲍罗廷为中央政治委员

会高等顾问，（三）通电否认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四）商民运动决议案，（五）宣传决议

案，（六）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七）中央党务报告决议案（关于根本解决国共纠纷方法，

由两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解决）。

乙、广西善后处督会办李宗仁、黄绍竑自南宁到梧州，电请汪兆铭、蒋中正等前往会商。

丙、广东各界组织反对日本出兵满洲行动委员会。

丁、河南岳维峻在郑州召开会议，决以李云龙为豫南前敌总指挥，拒吴佩孚军，并令李纪才

防守豫东。

戊、张宗昌部第二十师师长方振武在肥城通电与国民军合作，改组所部为国民军第五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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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直鲁豫交界。

１﹐１９（一二，六）

甲、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一）目下时局宣传大纲，（二）财政决议案，（三）农民运动决议

案，（四）开除居正、石青阳党籍，令邵元冲、叶楚伧、沈定一停止反动行为，并令叶交出

上海民国日报，限覃振、石瑛、茅祖权于两月内声明脱离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否则除名，

开除马君武、彭养光、杨庶堪党籍，（五）

警告任职上海中央党部之桂崇基、袁世斌、刘芦隐、周佛海、马超俊、郎醒石、刘哲明、沈

仪彬、黄季陆等。

乙、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发表宣言，指出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之一部份。

丙、蒋中正对俄顾问主任季山嘉、参谋团主任罗茄觉夫不满，认为难与共事。

丁、中东路护路司令张焕相下令通车，俄局长伊万诺夫密令各站不准开行，俄大使加拉罕因

军队强迫开车，向北京外交部抗议。

戊、奉军占领山海关，魏益三退滦州，国民军派唐之道师往援并推鹿锺麟为前敌总司令，郑

金声为副司令。

己、孙传芳以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

庚、段祺瑞以许世英兼署财政总长（原任陈锦涛辞不就）。

辛、英使马克瑞建议英国外交部，解除对华禁运军火令（３﹐３再建议修改禁运令，意在支

持吴佩孚）

。

１﹐２０（一二，七）

甲、苏俄大使加拉罕致书张作霖谓中东路向未拒绝运兵，惟须承认纳费，盼速制止军队横行。

乙、北京关税会议停顿多日，现又决定继续举行。

丙、河南省内豫卫军自治军纷起驱逐岳维峻陕军（国民二军），豫西尤为活动，吴佩孚决乘

机出兵攻豫。

丁、香港政府声明，如广州政府确有诚意，随时愿恢复省港罢工谈判。

１﹐２１（一二，八）

甲、奉军穆春占昌黎，国民军开往滦州抵御，孙岳电请冯玉祥复职主持大局，段祺瑞电劝奉

军勿入关，并下令停止军事行动。

乙、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部占琼州，邓本殷败走（二月琼州定）。

丙、重庆举行反对日本出兵南满大会。

丁、段祺瑞电劝张作霖撤退入关奉军，勿争一旦。

１﹐２２（一二，九）

甲、中东路护路司令张焕相因俄局长伊万诺夫阻止通车即将伊氏拘捕。苏俄大使加拉罕向外

交部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苏俄外长翟趣林亦要求于三日内完全恢复中东路秩序，履行中俄协

议并释放伊万诺夫，否则自行设法。

乙、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汪兆铭、谭延闿、谭平山＊、蒋

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吴玉章＊为常务委员（＊为共产党员）。

丙、国民政府准蒋中正辞第一军军长职，仍任广州卫戍司令，以何应钦继任第一军军长，程

潜任第六军军长（又作１﹐２０？）。

丁、孙传芳令郑俊彦解散清江浦第三师马玉仁部。

１﹐２３（一二，一○）

甲、苏俄大使加拉罕分向北京外交部张作霖抗议中东路事件并附翟趣林来电（红军已准备向

满洲动员，张亦令吉黑军队出动）。

乙、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一）推谭平山＊、林祖涵＊、甘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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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为秘书处秘书，刘芬＊为书记长，（二）推汪兆铭为宣传部长（２﹐５改由毛泽东＊代），

秘书沈雁冰＊，胡汉民工人部长，秘书冯菊坡＊，谭平山＊组织部长，秘书杨匏安＊，林祖

涵＊农民部长，秘书罗绮园＊，宋子文商民部长，甘乃光青年部长，秘书黄日葵＊，彭泽民

海外部长，秘书许苏魂，宋庆龄妇女部长，秘书邓颖超＊，林祖涵＊为财务审查委员会主席，

丁惟汾、董用威＊、韩麟符＊、恽代英＊为委员，（三）决定中央政治委员及北京政治分会

委员（李大钊＊任北京政治分会主席，有＊号者为共产党员）。

丙、国民政府发改造经济兴办实业公债五百万元。

丁、东三省制定联治规约，张作霖任保安总司令。

戊、靳云鹗代表吴佩孚在泰安与张宗昌、李景林订立和约，张助靳军回豫军饷。

己、国民二军李纪才田玉洁部退出济宁。

１﹐２４（一二，一一）

甲、加拉罕照会北京外交部及张作霖，限三日内释放伊万诺夫，恢复中东路秩序。

乙、奉军入关因中东路事件及热河国民军之出动暂时停止。

丙、天津国民大会通电讨伐张作霖，警告日本政府。

丁、广州国民政府公布省县政府组织法。

１﹐２５（一二，一二）

甲、中东路事件由张作霖与奉天俄领事商定通车及军队乘车办法，释伊万诺夫（俄原拟与张

一战，因日本表示助张，结果由日调停和平解决）。

乙、任命方振武为直鲁豫边防剿匪司令。

丙、段祺瑞批准中奥通商条约。

１﹐２６（一二，一三）

甲、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与谭延闿、宋子文、甘乃光，由白崇禧陪同到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

及湘军唐生智、黔军彭汉章之代表商两广统一及北伐问题（唐之代表为叶琪）。

乙、鄂军第一路司令寇英杰（师长）奉吴佩孚令，率五混成旅入豫，驻信阳之陕军（国民二

军）第二师长蒋世杰拒之。

丙、吴佩孚电广州赞成召开国民大会，取消不平等条约，派潘赞为代表赴粤，请逐苏俄顾问。

丁、美国政府请德、瑞、秘、巴四国加入华盛顿九国公约，事先未得中国同意，北京外交部

令施肇基向美政府声明不能承认。

１﹐２７（一二，一四）

甲、伍朝枢向广州商民报告港粤罢工调解无效之经过，政府对此事不能与港政府正式交涉。

乙、张之江、李鸣钟、鹿锺麟、宋哲元、刘郁芬等通电否认国民军赤化（１﹐２５？）。

丙、北京各界追悼郭松龄，徐谦主席，演说联络苏俄，贯澈反奉反日。

丁、北京关税会议中国代表，赞同日本代表所提商订中日关税互惠条约之要求。

戊、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通过汪兆铭之进行北伐案。

１﹐２８（一二，一五）

甲、鄂军寇英杰攻入信阳，复为陕军夹击，损失极大。

乙、张作霖令奉天交涉员向俄总领事声明不承认加拉罕为驻华大使。

１﹐２９（一二，一六）北京政府废止民国三年十二月五日公布之出版法。

１﹐３０（一二，一七）

甲、两广宣言合作，集中革命势力，设统一委员会，汪兆铭等人即自梧州回广州，白崇禧随

行。

乙、中东铁路通车，张作霖免护路军司令张焕相职，改任特区长官，以丁超继任。

丙、张宗昌军潘鸿钧占曹州，国民二军完全退出山东。

丁、全国学生总会通电讨伐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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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段祺瑞批准协约及参战各国与匈国间和平条约。

己、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成立，币原喜重郎任外务大臣。

１﹐３１（一二，一八）奉系军舰在大沽口出现，国民军于海口安置炮位，防御袭击，天津

领事团认为违背辛丑条约向直督孙岳抗议。

２﹐１（一二，一九）

甲、国民军第二军将领通电讨吴佩孚。

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监。

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１）续推汪兆铭为政治委员会主席（

委员为汪兆铭、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候补

委员为陈公博、甘乃光、林祖涵、邵力子。北京分会委员为徐谦、于右任、李大钊、丁惟汾、

于树德、王法勤、顾孟余、陈友仁、刘守中、吴敬恒、李煜瀛）。（２）推李宗仁、黄绍竑为

国民政府委员。（３）派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为第一、第二、第三军副党代表（均共产

党员）。

丁、中日两方举行吉敦铁路开幕式。

戊、北京外交总长王正廷覆俄外长翟趣林，已由段祺瑞电张作霖疏解，盼此后双方能持公平

态度，和衷共济。

２﹐２（一二，二○）

甲、吴佩孚、萧耀南、齐燮元通电，谓冯玉祥狡称下野，伏处平地泉，密筹饷械，特集师讨

伐。

乙、蒋中正、汪兆铭召开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孙文主义学会干部联席会议，订定处理双方

争执办法。

丙、蒋中正接见孙传芳代表周承菼。

丁、教育部宣布私立学校及外人所设学校，均须按部章办理。

２﹐３（一二，二一）

甲、英使因塘沽国民军不准外轮夜间通过，认为违反辛丑条约，向北京外交部抗议。

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１）准陈融、林云陔辞职。（２）取消林森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务委

员。（３）

鲍罗廷请假一月（回俄）。

２﹐４（一二，二二）

甲、香港总督宣言决认定广州政府为罢工案当事人。

乙、北京外交部通知法使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及商务专条附件到期（八月七日）失效。

丙、北京外交部与英美法义日公使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及改组工部局董事会办法。

丁、鲁南靳云鹗军动员回河南，攻岳维峻军。

戊、蒋中正晤广西代表白崇禧、夏威及湖南代表叶琪。

２﹐５（一二，二三）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全国民众，援助粤省香港罢工运动，认清此次罢工在中

国民族解放过程中之重要，勿使功亏一篑。

乙、国民政府任蒋中正为革命军总监，准备整军北伐（２﹐１已由军事委员会通过）。

丙、四川邓锡侯及黔军袁祖铭联合杨森进攻刘湘。

２﹐６（一二，二四）

甲、国民军第一军将领张之江等通电讨吴佩孚。

乙、接济国民军之俄舰奥利格在大沽口为奉天军舰所阻，折返海参崴。

２﹐７（一二，二五）

甲、蒋中正与俄顾问主任季山嘉会谈不协（季氏语多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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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天津开幕（２﹐１５闭幕）。

丙、魏益三归国民军，所部由滦州移驻保定。

丁、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告全国民众，号召打倒吴张联合，打倒英日等帝

国主义，要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

２﹐８（一二，二六）

甲、法公使抗议中国各地反基督教运动。

乙、俄轮船奥利格自海参崴载军械到大沽，接济国民第三军（２﹐６？）。

丙、蒋中正表示不就国民革命军总监职。

２﹐９（一二，二七）

甲、国民军第三军将领孙岳等通电讨吴佩孚，并请起用冯玉祥为讨逆总司令。

乙、蒋中正请辞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

２﹐１０（一二，二八）

甲、吴佩孚因寇英杰久攻信阳不下，调第八师刘玉春围攻，令寇英杰军越信阳北进。

乙、北京政府批准劳工大会修正欧战和约关于劳动部份议定书。

２﹐１１（一二，二九）

甲、香港酝酿二次大罢工，为港政府所制止。

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中正为陆军上将。

丙、岳维峻改以邓宝珊为豫南总司令，田玉洁为豫东总司令，李纪才为省防总司令，改调李

云龙为豫西总司令以应付刘镇华部及陕西吴新田部。

２﹐１２（一二，三○）

甲、大沽国民军炮击日本驱逐舰。

乙、由鲁攻豫之靳云鹗设司令部于徐州。

２﹐１３（一，一）

甲、日本关税会议代表佐分利贞男携新方案七条回北京。

乙、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抗议昨日大沽炮击事件。

２﹐１４（一，二）萧耀南卒，吴佩孚以陈嘉谟继任鄂军总司令，杜锡钧继任湖北省长（湖

北省议会反对）。

２﹐１５（一，三）

甲、吴佩孚以李景林为讨贼联军直军总司令，张宗昌为鲁军总司令（李张均就职并声讨冯玉

祥）。

乙、奉军汤玉麟攻占朝阳。

丙、国务总理许世英辞职，段祺瑞令贾德耀代理，另以严璩代理财政总长。

２﹐１６（一，四）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国民军已陷于奉直夹击中，本党应造成全国反吴佩孚空

气。

乙、蒋中正拟改组参谋团，撤换任政务官之苏俄人员。

２﹐１７（一，五）

甲、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派汪兆铭、蒋中正、谭延闿、宋子文、李济琛、白崇禧为特务委员，

筹议两广政治财政军事统一事宜，以季山嘉为顾问。

乙、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开幕，胡汉民列席，表示国民党愿与第三国际联络（胡与

第三国际主席齐诺维夫及托洛斯基派接近）。

丙、靳云鹗军王为蔚师占领归德，镇守使郭振才附之。

丁、曹 卒于汉口。

２﹐１８（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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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英公使告北京外交总长王正廷谓广州孙科演讲 英，粤政府煽动香港工潮，如中国政府

不能制止，英当代加重大教训，即将派兵来华，其军费即由关余补偿（先此英使曾借口广州

英领事被软禁表示下旗回国，时英国武力对华空气颇盛，上海字林西报谓二年可克服中国）。

乙、湖南师长唐生智之代表到广州。

２﹐１９（一，七）

甲、国民党政治会议通过政治训练部组织大纲及党代表条例。

乙、白崇禧自广州电李宗仁、黄绍竑，报告统一两广方案。

丙、前在湖南被捕之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长刘少奇获释，回抵广州。

２﹐２０（一，八）

甲、第三国际主席齐诺维夫演说指出中国革命希望无穷（胡汉民出席演说）。

乙、广州税务司奉北京总税务司令通知广州政府，要求罢工纠察队交还取去尚未检验之货物，

否则封锁粤海关。

丙、上海字林西报发表征服中国计划（伦敦通讯）。

丁、贾德耀因国民军系之敦促，就代理总理职，即由内阁通过讨伐吴佩孚及张宗昌免职查办

令。

戊、李景林、张宗昌之直鲁联军攻占沧州进迫马厂。

２﹐２１（一，九）

甲、广州税务司实行封锁港口，任何国轮进口不准卸货起岸并指罢工委员会之举动违反条约，

广州政府如不禁阻，即视为同谋。

乙、段祺瑞下令讨伐吴佩孚，并任第十八师长卢金山为湖北督办，湖北第四师长刘佐龙为湖

北省长（段拒下查办张宗昌令）。

丙、吴佩孚令袁祖铭、赖心辉进攻成都，助杨森回川。

丁、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锺麟逮捕大同晚报社长龚德柏（２﹐２８释放）。

２﹐２２（一，一○）

甲、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准俄人罗茄觉夫（罗嘎乔夫）辞参谋团主任，改参谋团为参谋部，以

李济琛为部长，罗茄觉夫为顾问，改军需局为军需部，以朱培德为部长。

乙、蒋中正与俄顾问谈北伐事，多主从缓。

丙、蒋中正呈请解除东征总指挥职。

丁、上海西山会议派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谓广州之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非

法，根本无效。

戊、贾德耀因段祺瑞不允下张宗昌免职令，即辞职。

己、寇英杰军占京汉路之驻马店。

庚、苏俄中国视察团伊万诺夫斯基（俄工农红军政治行政署长）、库比下克（远东局党书记）

等在北京会议（甫自包头晤冯玉祥回北京）。

２﹐２３（一，一一）

甲、国民政府通电声讨奉直军阀，援国民军。

乙、广州军事委员会任李济琛为参谋总长。

２﹐２４（一，一二）

甲、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将政治军事财政统一办法交白崇禧带回照办），蒋中正

提议早定北伐大计，应援国民军案。

乙、广州令当局罢工委员会将未纳税之货物交回税关。

２﹐２５（一，一三）

甲、四川刘湘与袁祖铭冲突，杨森受吴佩孚命由汉口回万县，其旧部郭汝栋、白驹、吴行光、

杨汉域、范绍增、包晓南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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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豫东靳云鹗部田维勤军占兰封，豫南寇英杰军占郾城。

丙、北京晚报及大同晚报被封，经理主笔被捕。

丁、江苏高邮兵变。

２﹐２６（一，一四）

甲、蒋中正免第二师王懋功职，并予扣留，以刘峙代理（俄顾问季山嘉等谋利用王部及第二

十师图谋不轨，次日押王赴沪）。

乙、粤海关事件解决，重复启关验货。

丙、岳维峻离开封赴郑州，米振标电迎靳云鹗。

丁、卢金山电北京，辞湖北军务督办职。

２﹐２７（一，一五）

甲、蒋中正与汪兆铭商处置俄顾问季山嘉事，主令其回俄（汪即泄于季）。

乙、段祺瑞从岳维峻请，派江西督办方本仁带队赴湖北查办事情（方即以蒋作宾为援鄂总司

令，邓如琢为总指挥）。

丙、靳云鹗部高汝桐旅占领开封。

２﹐２８（一，一六）

甲、段祺瑞因外使抗议，下令制止反基督教运动。

乙、英国来华调查退还庚子赔款用途委员会领袖威灵顿到上海。

丙、鹿锺麟代孙岳指挥津浦路军事，设司令部于静海，李鸣钟代鹿主持北京警备。

３﹐１（一，一七）

甲、寇英杰在郾城宣布就豫军总司令职（开封推靳云鹗为河南全省保安总司令）。

乙、国民二军退豫西，红枪会沿途截击。

丙、中国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选徐谦为主席。

丁、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成立，陈公博、许崇清、甘乃光、经亨颐等任委员。

３﹐２（一，一八）靳云鹗军占郑州。

３﹐３（一，一九）

甲、外交部因苏俄与外蒙订立正式条约，向俄大使抗议。

乙、岳维峻之国民二军在洛阳遭红枪会截击，向西溃退。

３﹐４（一，二○）

甲、段祺瑞准许世英辞职，以贾德耀署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外交颜惠庆（不就，以次长代），

内务屈映光，财政贺德霖，陆军贾德耀，海军杜锡珪，农商杨文恺（不就），司法卢信，教

育马君武，交通龚心湛，秘书长邓汉祥。

乙、段祺瑞以冯玉祥为直豫陕宣抚使。

丙、吴佩孚、齐燮元、张宗昌等通电讨段祺瑞、冯玉祥。

丁、康有为通电攻击冯玉祥。

戊、寇英杰率队到郑州。

己、四川刘湘与杨森联合，败黔军袁祖铭。

庚、旅俄华侨总商会会长金石声被害失踪，向俄政府交涉。

３﹐５（一，二一）

甲、山西阎锡山部商震占领石家庄，与自豫北退之国民一军接触，复北进与国民三军四军（魏

益三部）

冲突。

乙、靳云鹗军占洛阳、新乡。

３﹐６（一，二二）

甲、退往豫西之岳维峻、李云龙等部为红枪会及刘镇华部梅发魁、王振等于灵宝陕州截击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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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完全溃散，岳等只身逃走（岳后在山西被拘禁），刘镇华部会同阎锡山军攻占潼关。

乙、奉军代表到北京与国民军商和议（张之江、李鸣钟赞同，鹿锺麟反对）。

丙、北京高等检查厅宣告金佛郎案不予起诉。

丁、广州军事委员会令准蒋中正辞广州卫戍司令职。

３﹐７（一，二三）

甲、广州发现反蒋（中正）传单。

乙、冯玉祥派马伯援等自平地泉赴广州，商合作。

丙、国民军鹿锺麟占马厂，直鲁联军后退。

丁、直系军靳云鹗占领豫北彰德，向直隶进展。

戊、北京另设中俄大学，以徐谦为校长（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学生拒徐）。

３﹐８（一，二四）

甲、蒋中正与汪兆铭决定革命方针，力言革命实权不可落于外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络，

亦应定一限度，不失自主地位（汪即泄于季山嘉）。

乙、张宗昌、毕庶澄率青岛及奉天军舰进攻大沽，并有陆军千余人在北塘登岸，被国民军俘

获。

３﹐９（一，二五）

甲、国民军以水雷封锁大沽港口，中外船只均不得入港，天津领事团向鹿锺麟抗议。

乙、俄德新约规定德侨在蒙古享最惠国待遇，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外交部令向两国抗议。

丙、长沙市民大会，反对赵恒惕，讨伐吴佩孚，拥护国民政府。

３﹐１０（一，二六）

甲、广州俄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斗争益烈，谣言颇盛。

乙、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胡汉民所提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案，决定予以保留（以斯大林

反对）。

丙、公使团向北京外交部抗议国民军封锁大沽海口及阻断海道铁路交通（英、美、法、日、

义五使即通知大沽海军司令，如不获满意答复，即采必要行动）。

丁、阎锡山之京汉路军队向正定保定进展。并于晋北大同集重兵威胁国民军后路，国民军将

领电劝阎保境安民。

３﹐１１（一，二七）

甲、湖南省长赵恒惕为第四师师长唐生智所迫，不安于位，即任唐为内务兼军务司长，代理

省长，调第三师叶开鑫部赴岳州（唐联两广，谋进兵湖北，赵持不可）。

乙、奉军张学良在昌黎下令对国民军总攻击（同时段祺瑞运动国奉和议）。

丙、鹿锺麟开放大沽海道之一部份。

丁、中俄会议赔偿委员会开会。

３﹐１２（一，二八）

甲、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各地均有盛大之纪念典礼，南京紫金山举行孙陵奠基典礼（南京湖

南国民党反共派与共产派冲突，发生斗殴）。

乙、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声

明并无破坏国民党及变国民党为共产党之企图，并辩护苏俄无侵略中国之意（时２﹐５？嘉

伦、鲍罗廷甫离广州）。

丙、斯大林复约晤胡汉民，力言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应待至半年以后。

丁、季山嘉向蒋中正极陈北伐之不利，蒋力辟其谬。

戊、日本驱逐舰两艘（藤号、吹雪号），强行驶经大沽炮台不听制止，反开炮向岸上轰击，

国民军（鹿锺麟部）亦还击，日舰退去，伤日官兵三人（一说司令蒲田中佐亦伤）。

己、鹿锺麟电复国务院，要求外交团担保外轮入口不得再为敌军运兵运械，并不得使敌船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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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混入。

庚、汉口英租界纳税西人会通过华人参与英界市政案。

３﹐１３（一，二九）

甲、外交部为日舰炮击大沽事件，向日使抗议，日使芳泽谦吉亦向中国抗议，谓国民军首先

开炮。

乙、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中国革命问题决议】，命中国共产党与国民

党共同从事于国家民主化工作。

丙、苏俄中国视察团伊万诺夫斯基（俄工农红军政治行政署长）、共产党远东局书记库比下

克等到广州。

丁、胡汉民离莫斯科东归。

戊、赵恒惕离长沙北去，转往上海。

３﹐１４（二，一）

甲、汪兆铭讽蒋中正离粤。

乙、坚守信阳之陕军师长蒋世杰降于吴佩孚。

丙、吴佩孚任命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司令兼河南省长，寇英杰为河南督理（调和靳寇冲突）。

３﹐１５（二，二）

甲、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通过两广统一案，（１）广西政府接受国民政府令处理全省政务

（黄绍竑为主席），（２）广西军全部改为国民革命军，（３）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挥监督。

又通过准周恩来辞东江行政委员，甘乃光辞南路行政委员。

乙、张之江电张作霖商和平。

丙、王士珍自北平通电主张和平，主国民军退西北，奉军退关外，直鲁军退山东，鲁豫维持

现状。

３﹐１６（二，三）

甲、领袖荷使欧登科代表辛丑条约英美法义荷西比日八国向北京外交部致四十四小时之最后

通牒，谓因本月十日之抗议无效，所有代表有海军军队驻天津之各国公使，已议有办法，即

由各海军司令官于十六日下午四时通告驻守大沽炮台之华军当局及青岛舰队之海军军官，要

求（一）所有大沽口至天津一带之战事必须停止。（二）所有地雷水雷及其它障碍物必须撤

去。（三）

所有航行之标号亟须恢复，不得再有蔑视。（四）所有作战船只必须驻泊大沽口外，不准干

涉外国航船。（五）除海关当局外所有对于外国船只之搜检一律停止。倘于三月十八日正午，

关于以上各点不能得一满意之答复、保障，则关系国海军当局决采必要之手段。

乙、日政府训令日使对大沽冲突事件令向中国提最后通牒，要求谢罪，严惩守大沽军官，赔

偿五万元。

丙、晋军师长商震占直隶顺德，败国民二军骑兵旅郑庠部。

丁、唐生智自衡阳到长沙。

戊、北京阁议通过发行二千万元新公债。

３﹐１７（二，四）

甲、青岛舰队司令毕庶澄向外舰司令承认五项要求，国民军司令鹿锺麟声明遵守辛丑条约，

如奉舰不袭击，愿撤戒备，并向日领事承认十二日大沽事件责任。

乙、北京外交部覆八国最后通牒谓正在竭力设法恢复由京通海之自由交通，认该通牒超越辛

丑条约范围，所开条款，可由地方军事长官与驻津各国海军司令妥商，勿取急切措置。

丙、北京各界人士请愿驳覆八国通牒，被段祺瑞卫队刺伤十余人，李鸣钟命唐悦良向徐谦、

李泰棻向学生联合会分别表示歉意，并谓明日示威可无意外，卫队已撤，国民军当予保护。

丁、张作霖告沈阳英美领事，决与吴佩孚联合驱逐国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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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二，五）

甲、日使芳泽谦吉为大沽日舰被击事件再向北京外交部抗议。

乙、北京天安门开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由徐谦、顾孟余、丁惟汾、陈启修等主席。

议决反对八国通牒，督促政府严重驳覆，驱逐八国公使出境，宣布辛丑条约无效，勉国民军

为反帝国主义而战等八款，旋赴国务院请愿，被段祺瑞卫兵开枪扫射，击毙男女学生市民四

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五人（三一八惨案）。

丙、段祺瑞及北京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徐谦等鼓动所致，令通缉徐及李大钊、李煜瀛（石

曾）、易培基、顾兆熊（孟余）五人（

徐等避俄使馆）。

丁、靳云鹗军前锋田维勤部抵石家庄。

戊、广州【中山】、【宝璧】二舰开往黄埔，共产党及反蒋派密谋劫持蒋中正赴俄（蒋常住黄

埔军校）

。

３﹐１９（二，六）

甲、国务院前之大屠杀激起全国公愤。

乙、北京司法总长卢信请撤销检举贿选案（示好直系）。

丙、王士珍等再发和平通电。

丁、【中山】舰开回广州（蒋一度准备退往潮汕，寻又变计，决予制裁）。

３﹐２０（二，七）

甲、蒋中正宣布临时戒严，捕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兼代理局长李之龙等，扣留中山舰，收缴省

港罢工委员会枪械（该会主席苏兆征逃），及东山俄顾问卫队枪械（寻撤去），军官学校兼第

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亦一度被拘（寻释），是为中山舰事件（时汪兆铭称病）。

乙、谭延闿、朱培德、李济琛、邓演达等为中山舰事件往晤俄顾问季山嘉等，不以此举为然

（汪兆铭亦晤季山嘉）。

丙、冯玉祥由平地泉赴库伦，团长魏凤楼及俄顾问 HenryA。Lin 等同行。

丁、国民一军将领张之江、李鸣钟等通电赞成王士珍之和平主张，罢战退回原防（接济国民

军之俄舰【Oley】号在大沽为奉军截留）。

戊、北京贾德耀内阁对三一八惨案引咎辞职，段祺瑞亦下令抚恤。

己、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

庚、奉军攻占滦州。

３﹐２１（二，八）

甲、京奉津浦两路国民一军下总退却令，向北京附近集中，孙岳亦声明主和，卸直隶督办职

（孙即偕李烈钧离津赴北京）。

乙、刘镇华部张治公占洛阳，靳云鹗由郑州北进。

３﹐２２（二，九）

甲、俄使馆参议索洛维也夫晤蒋中正，蒋告以３﹐２０事为对人问题。

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会议，索洛维也夫列席，议决（１）与苏俄同志继续合作，其工作意

见不同者暂行离去，另聘其它顾问（俄国顾问主任季山嘉，参谋部顾问罗茄觉夫等回国）。

（２）汪兆铭因病请假由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３）派伍朝枢、宋子文、陈公博为省

港罢工中国方面交涉委员（香港总督已派杜应坤来广州）。（４）第二师各党代表撤回，并查

办不轨军官。（５）查办李之龙。

丙、张人杰（静江）自上海到广州，调解党内纠纷。

丁、蒋中正与谭延闿、李济琛等谈制裁俄顾问及共产党。

戊、鹿锺麟告段祺瑞不再制止任何示威运动，并要求将执政府卫队缴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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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李景林部李书城袭击天津国民军，即占有天津（次日荣臻旅至）。

庚、王士珍等电吴佩孚、张作霖等请停止军事行动。

辛、张作霖电覆张之江，如交还直隶热河即可言和。

壬、冯玉祥到库伦，晤丹巴（３﹐２３？）。

癸、中英庚款委员会代表团在上海开会。

３﹐２３（二，一○）

甲、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各军总党代表汪兆铭因中山舰

事件离职。

乙、蒋中正为中山舰事向军事委员会自请处分。

３﹐２４（二，一一）

甲、张作霖再声明否认加拉罕为驻华俄大使。

乙、蒋中正晤来粤考察之俄国共产党代表团伊万诺夫斯基，俄顾问团主任季山嘉等十余人开

始离广州，另有俄员及各军党代表多人解职。

丙、上海学生联合会为３﹐１８北京惨案议决罢课四日。

丁、广州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时广西共九旅，黄绍竑到粤，要

求编为两军，广州当局不许）。

戊、吴佩孚、孙传芳联合解决方本仁，以邓如琢为江西总司令。

己、冯玉祥晤俄国驻库伦大使（３﹐２５至２６再晤）。

３﹐２５（二，一二）

甲、国民政府代表陈铭枢、白崇禧到长沙（４﹐４离长沙返粤），唐生智宣布就湖南省长职，

即派兵进攻岳州之叶开鑫部，扣留第二师长刘铏，旅长唐希忭、刘重威，及第三师参谋长张

雄舆，下令免叶职，以第一师长贺耀组为湘西督办。

乙、段祺瑞以胡惟德继颜惠庆任外交总长。

丙、胡汉民自莫斯科抵海参崴（俄人多方留难）

。

３﹐２６（二，一三）

甲、天津李景林、张宗昌等准备向国民军继续进攻，鹿锺麟决守北京抵抗。

乙、蒋中正避居虎门，拟离粤（因各方挽留中止）。

丙、日本内阁通过【安定满蒙政局及解决悬案办法】。

３﹐２７（二，一四）

甲、国民政府因三一八惨杀案通电讨段祺瑞，上海及各地市民均开会追悼被害者。

乙、靳云鹗军自保定向北京进展，国民四军魏益三（郭松龄残部）归靳。

丙、外交部向俄大使加拉罕抗议俄人在北京大学滋事。

３﹐２８（二，一五）

甲、张之江通电继冯玉祥统率国民军第一军，如对方进攻，决一战。

乙、外蒙国民党举行欢迎冯玉祥大会。

丙、清光绪实录成（本日陈宝琛等向宣统表进）

。

３﹐２９（二，一六）

甲、西山会议派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谢持、居正、林森、邹鲁、覃振等在上海另行

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代表到九十八人（一○七？），张继主席，议决（一）为

三月二十日事发电训勉广州蒋中正等，（二）为三月十八日北京惨案通电声讨军阀。

乙、张作霖入关到秦皇岛，召开会议商战事及分配地盘。以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韩麟

春分任军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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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奉军穆春逼通州，唐之道师不战西退。

丁、汉口俄领事见吴佩孚，面交加拉罕函，劝吴与冯玉祥合作（

吴要求冯军先缴械，再商与苏俄和好）。

３﹐３０（二，一七）

甲、蒋中正声明挽留汪兆铭，中央党部议决汪未回任前由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代

理政治会议主席，陈公博代理国民革命军党代表。

乙、上海西山会议派之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上海代表大会）议决（一）接受总理

遗嘱，（二）接纳西山会议所决议各案。

丙、中国国民党为三一八惨案宣言讨段祺瑞，打倒帝国主义。

丁、唐生智军已入岳州，叶开鑫退湖北境，吴佩孚派重兵警戒鄂南。

戊、哈尔滨特别区长官张焕相向俄人收回市政，解散俄人所占之市议会，驻哈领事团认为破

坏英俄协议，提出抗议。

３﹐３１（二，一八）

甲、国民一军向吴佩孚乞和，派师长门致中赴保定与田维勤接洽（张之江主张放弃北京，鹿

锺麟不允，但均愿与吴言和，先由张廷谔向吴疏通，并派兴和道尹丁春膏往湖北说吴合力讨

奉）。

乙、冯玉祥之代表马伯援在广州谒谭延闿，商北伐（４﹐２谒蒋中正）。

丙、上海代表大会开预备会，讨论三月二十日广州事变。

４﹐１（二，一九）

甲、国民党上海代表大会正式议决移往广州开会，先遣特派员前往布置，并发表宣言。

乙、蒋中正自虎门回黄埔，与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等会商。

丙、方本仁离南昌赴上海，邓如琢在九江宣布就赣军总司令（邓受吴佩孚孙传芳主使，方曾

乞援于广州）。

４﹐２（二，二○）

甲、北京检查厅侦查三月十八日惨杀案之结果，认执政府卫队为故意杀人，函请陆军部交付

军法审判。

乙、广东民众大会，请国民政府出兵讨伐段祺瑞。

丙、直鲁联军飞机向北京城内抛掷炸弹（４﹐４至５续掷）。

丁、吴佩孚委刘镇华为陕甘讨贼军总司令。

戊、唐生智军因吴佩孚之压迫，自岳州退回长沙。

己、上海代表大会加派沈定一谢持为赴粤特派员。

４﹐３（二，二一）

甲、蒋中正建议中央，请整军肃党，准备北伐（决于三个月内出兵，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

须遵守纪律，事事公开，苏俄顾问应辞去行政官职权）。

乙、古应芬、伍朝枢、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周恩来与俄顾问分别晤蒋中正，谈粤局党

事。

丙、蒋中正因西山会议派拟到广州活动，通电谓中山舰案乃局部问题，由本人负责，视上海

大会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誓扫除之。国民政府亦下令拿办来粤之上海大会代表。

丁、鲍罗廷、顾孟余、陈友仁、谭平山、邵力子、陈启修、李鸣钟到库伦。

戊、美使马慕瑞建议美国务院考虑对华禁运军火事（一因禁运无效，二因苏俄军火运入。４

﹐１３国务院不同意）。

４﹐４（二，二二）

甲、直鲁联军占丰台，继续由飞机向北京城内抛掷炸弹。

乙、苏俄派交通次长谢列布略阔夫及叶米沙诺夫东来，处理中东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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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国民党政治会议命胡汉民暂缓返国。

４﹐５（二，二三）

甲、西山会议派谢持等电张人杰、谭延闿拟来粤开第二次全国大会。

乙、吴佩孚电覆张之江，令先将国民军交阎锡山接收为和平先决条件。

丙、鲍罗廷、于右任在库伦与冯玉祥商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劝冯加入国民党（翌日鲍冯续

谈）。

４﹐６（二，二四）

甲、法权会议代表赴各省视察法庭监狱（旋又中止）。

乙、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依蒋中正提议，定于５﹐１５召开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

全体会议。

丙、北京外交团因奉军及直鲁军向北京抛掷炸弹，向外交部及奉方抗议。

丁、奉军汤玉麟占领热河，国民军宋哲元退察哈尔。

戊、直系代表到北京与鹿锺麟接洽和议（此事系靳云鹗主之，颇引起张作霖之嫉视）。

４﹐７（二，二五）

甲、直鲁联军对北京国民军施总攻击。

乙、张宗昌部褚玉璞就任直隶保安司令（李景林失势）。

丙、奉天省长王永江前因反对进兵关内去职，张作霖以莫德惠继之。

丁、上海反赤救国大联合会成立，章炳麟、徐绍桢、邓家彦为理事长。

戊、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授蒋中正以任免各级党代表之权。

己、中共要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离粤赴上海。

庚、鲍罗廷、顾孟余、陈友仁、谭平山、邵力子离库伦赴海参崴。

４﹐８（二，二六）

甲、蒋中正与张人杰、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商大局及请汪兆铭复出视事。

乙、上海西山会议派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大会宣言。

丙、伍朝枢、宋子文、陈公博与香港总督代表 J。H。Kenan及代理广州英总领事 JohnBrenan
商解决罢工办法。

４﹐９（二，二七）

甲、北京政变，鹿锺麟派兵包围执政府，将卫队缴械，段祺瑞及安福系要人逃入东交民巷法

使馆，曹锟恢复自由（段祺瑞谋响应奉军）。

乙、国民政府命令：政府职责在奉行先帅遗嘱，最先着手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当

然收回，无须外人调查，此次调查法权委员来粤，决定不予接待。

丙、山东南部红枪会势极盛，连占重要城邑。

４﹐１０（二，二八）

甲、蒋中正与谭延闿、朱培德、李济琛、蒋作宾等会商北伐，决定出兵湘赣。

乙、革命军第一军及军校之共产分子撤离。

丙、国民政府函覆冯玉祥决积极准备北伐，期会师中原，共定国难，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

民革命。

丁、上海西山会议派代表大会选举林森、邹鲁、居正、覃振、沈定一、傅汝霖、许崇智、胡

汉民、张继、谢持、邵元冲、桂崇基、茅祖权、何世桢、李烈钧、石瑛、张知本、田桐、黄

复生、焦易堂、张星舟（厉生）、刘积学、管鹏、黄季陆、孙镜亚等二十五人为执行委员，

陈个民等三十九人为候补，石青阳、陈去病、李鹤（敬斋）、樊锺秀、马叙伦、于洪起、谢

英伯等七人为监察委员，张秋白等五人为候补，党部仍设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即闭会。

戊、鹿锺麟宣布段祺瑞罪状，并通电推崇吴佩孚，恢复法统，一切由吴主持。曹锟亦电吴为

鹿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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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贾德耀用国务院名义声明不能行使职权，本日起不负责任，阻段祺瑞辞职。

庚、国民军与直鲁联军激战于北京东南。

４﹐１１（二，二九）

甲、吴佩孚对北京政变不表示谅解，命鹿锺麟、张之江，下野交出部队，惟靳云鹗则已同意

（或云英国反对吴与国民军联合）。

乙、国民军第一军将领鹿锺麟、韩复矩，第三军何遂、徐永昌，第五军方振武等电吴佩孚及

孙传芳、阎锡山请主持大计。

丙、曹锟电吴佩孚谓鹿锺麟愿隶麾下，即派师长韩复矩赴汉口报告。

丁、李云龙（虎臣）抵西安与井岳秀、杨虎城共御刘镇华，刘即率军围攻。

戊、李济琛兼中央军校副校长，何应钦兼教育长（方鼎英代理），邓演达任军校潮州分校教

育长并代周恩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己、JohnBrenan任代理广州英总领事。

４﹐１２（三，一）

甲、北京外交总长胡惟德等通电暂维现状。

乙、靳云鹗部前锋田维勤抵长辛店与国民军未有冲突（王士珍、赵尔巽等是日电靳迅入北京

以作缓冲）

。

丙、奉军及直鲁军因北京政变，国民军谋与直系议和，向京东、京南猛烈攻击。

丁、前广州参谋团主任罗茄觉夫到海参崴，晤胡汉民。

４﹐１３（三，二）

甲、张作霖续催苏俄撤回其大使加拉罕。

乙、贾德耀通告公使团段祺瑞并未辞职。

丙、靳云鹗部师长田维勤到北京晤鹿锺麟及曹锟（曹嘱田劝吴佩孚接受国民军投诚，田在京

留一宿即去）。

丁、上海总商会对五卅交涉发表宣言主张四事。

戊、上海西山会议派之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谢持、居正、沈定一为常

务委员，居正、桂崇基、黄季陆等为各部部长。

４﹐１４（三，三）

甲、蒋中正释放三月二十日事变被捕之中山舰舰长李之龙，通缉前次捕李出力之欧阳格。

乙、蒋中正发告中央军校同学书，述北伐之主张与共产党员退出军队后之痛感。

丙、国民政府解俄员伊文诺夫等十余人聘约，遣送归国。

丁、上海公共租界纳税西人会议，通过工部局增加华董三人之议案，纳税华人以为数太少，

反对。

４﹐１５（三，四）国民军因驱段事件不得吴佩孚之谅解，奉鲁军又极力进攻，鹿锺麟即下

令整队退出北京，扼守南口，王士珍、赵尔巽、颜惠庆、熊希龄、王宠惠、江瀚、孙宝琦、

汪大燮、王家襄、周作民、张嘉璈、吴炳湘等组织北京临时治安会。

４﹐１６（三，五）

甲、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开联席会议，推选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中正为军事

委员会主席，并由蒋中正、朱培德、李济琛、宋子文筹备北伐。

乙、广州青年军人联合会宣言取消。

丙、北京外交总长胡惟德照会比使，请修改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期满之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日

所订之中比和好通商行船条约。

丁、张作霖电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等，已与吴佩孚商定，各军不入北京。

戊、唐之道师自通州入北京，自称警备总司令，拥段祺瑞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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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原为段系吴光新部）。

己、孙传芳以高世读继王普为安徽省长。

４﹐１７（三，六）

甲、段祺瑞出东交民巷，宣告复执政职，并电询张作霖、吴佩孚对时局意见。

乙、贾德耀辞国务总理职。

丙、张宗昌部师长王翰鸣部入北京（奉军继之）

。

４﹐１８（三，七）

甲、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共产派之【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反共之【

孙文主义学会】因蒋中正之劝告，均宣告解散，并举行联欢会。

乙、吴佩孚委王怀庆为北京卫戍总司令，唐之道副之，令唐拘捕安福系，监视段祺瑞。

丙、奉鲁军入北京，张宗昌等委李寿金为警察总监。

丁、北京外交团决议，不论段祺瑞下野与否，关税会议仍将续开。

４﹐１９（三，八）

甲、段祺瑞为结束金佛郎案诉讼及三月十八日惨杀案之法律问题，下令以其亲信司法次长王

文豹代理部务。

乙、段祺瑞派人迎张学良等入北京（图联奉制吴佩孚）不成，再入使馆区。

丙、张作霖电覆段祺瑞，声称不问政局。

丁、吴佩孚委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彭寿莘为湘鄂边防督办，由湘鄂边境向岳州进

攻（张其锽、蒋方震劝吴勿对湘用兵，不听）。

戊、苏俄交通次长谢列布略阔夫，与张作霖洽妥以叶米沙诺夫代伊万诺夫任中东路局长。

己、胡汉民离海参崴赴广州，鲍罗廷、顾孟余、陈友仁、邵力子、谭平山、黄昌谷同行。

４﹐２０（三，九）

甲、段祺瑞因联奉不成，走天津，临行以胡惟德代贾德耀署国务总理，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

政职权。

乙、国民政府对内宣言，谓张吴终难合作，北方事实上已陷于无政府状态，民众当积极与军

阀及帝国主义者抗争，自动召集国民会议夺取政权（一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

丙、孙文主义学会正式解散。

４﹐２１（三，一○）

甲、张作霖与苏俄交通次长谢列布略阔夫续谈中东铁路问题。

乙、张作霖对俄要求加拉罕自动离北京。

丙、北京城内唐之道军因直鲁军之压迫退往南苑，为褚玉璞收编，唐避匿，张宗昌等以王翰

鸣为京畿警备总司令。

４﹐２２（三，一一）

甲、国民政府对外宣言主废不平等条约，并劝勿承认盘据北京之军阀政府。

乙、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等入北京，军纪败坏，并强迫使用奉票及军用票。

４﹐２３（三，一二）

甲、叶开鑫入岳州，唐生智南退。

乙、王怀庆因吴佩孚之力，率毅军三旅入北京。

丙、吴佩孚电请曹锟即日发布下野宣言。

丁、鲁南张宗昌部许琨率队攻击红枪会，屠村庄五十余处。

４﹐２４（三，一三）

甲、张宗昌逮捕北京京报社长邵振青（飘萍）。

乙、蒋中正免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职，以李章达继（吴仍任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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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５（三，一四）

甲、齐燮元代吴佩孚向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提出护宪、颜惠庆内阁摄政、王怀庆维持北

京治安等主张（奉鲁军不同意前二事）。

乙、徐谦到库伦（一说徐于４﹐３随同鲍罗廷等到库伦）。

丙、白崇禧自广州回广西。

４﹐２６（三，一五）

甲、北京军警搜捕北京大学及报馆（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教授朱家骅等遁入六国饭店再

秘密离京）

。

乙、北京京报社长邵振青以【勾结赤贼】，【宣传赤化】罪被枪决（邵颇有才，惟生活糜烂，

曾受张作霖资助，复为郭松龄所用而诋张）。

４﹐２７（三，一六）

甲、齐燮元劝颜惠庆组阁，张学良回奉天与张作霖商吴佩孚所提主张。

乙、日本外务大臣币原训令日使芳泽，决定承认北京新政府，续开关税会议。

丙、比使答复十六日胡惟德照会，须俟中国政局稳定，关税及法权会议有结果，中比双方同

意，再议新约。

丁、冯玉祥、徐谦自库伦赴莫斯科（４﹐３０抵上乌丁斯克）。

４﹐２８（三，一七）

甲、公使团领袖荷使请外交部定期与英美法日义五国委员开议上海会审公廨问题（时上海各

法团代表已与孙传芳商定由省交涉收回办法）。

乙、调查法权会议复在北京开会。

４﹐２９（三，一八）

甲、胡汉民由俄回广州，鲍罗廷、谭平山、顾孟余、陈友仁等同行，蒋中正即邀胡晤谈（胡

抵广州，曾受盛大欢迎，据北京苏俄军事武官谢福林报告，胡与古应芬、孙科、伍朝枢、吴

铁城等联络，反对俄顾问及共产党，并主监视鲍罗廷）。

乙、张作霖不赞成吴佩孚之护宪主张。

４﹐３０（三，一九）

甲、英美法义日五国委员与中国委员在北京开议收回上海会审公廨及改组上海租界内之司法

机关。

乙、四川袁祖铭部黔军（王天培、李燊等）因与刘湘妥协，决定离川回黔，刘湘每月接济军

饷四十万元（先付一百二十万元）。

丙、蒋中正与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商北伐计划，主联合冯玉祥、阎锡山以牵制奉军，争取川

黔部队以防止唐继尧，争取湖南唐生智及江西部队，使参加革命军，并中立孙传芳，即可望

于三个月内占领武汉，消灭吴佩孚势力。

丁、蒋中正与鲍罗廷讨论党争。

５﹐１（三，二○）

甲、劳动纪念节广州共产派与右派工人互相仇视，蒋中正向双方警告，并派兵戒备。

乙、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及第二次全省农民大会（一作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

到工人代表四百余人，农民代表二百五十余人，邓中夏为主席，刘少奇为秘书长，蒋中正及

政治会议代表林祖涵，国民党代表詹大悲，共产党代表彭述之演说（５﹐１２闭会）

。

丙、蒋中正与鲍罗廷谈时局，争论北伐问题。

丁、曹锟通电下野，由颜惠庆内阁复政，摄行大总统职务（明日颜请辞）。

戊、张作霖通电谓中央之事宜公开讨论，不当专断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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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唐生智军自长沙退往衡山。

庚、总税务司升任海关华员数人为税务司、副税务司（向例均以外人充任）。

５﹐２（三，二一）

甲、吴佩孚所委之第三军司令杨清臣在保定被靳云鹗迫走。

乙、四川边防军司令赖心辉因助刘湘等驱袁祖铭，为邓锡侯等将其成都部队缴械。

丙、广州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谭延闿、蒋中正、谭平山分别报告政治、军事、社会状

况。

丁、叶开鑫军占领长沙。

５﹐３（三，二二）

甲、国民党政治会议推胡汉民、蒋中正、顾孟余、陈友仁、鲍罗廷拟具与国民军合作办法。

乙、广州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报告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经

过，并致书共产党表示敬信。

丙、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毛泽东主之（学生三百余人，９﹐１１毕业）。

丁、冯玉祥、徐谦自俄国上乌金斯克赴莫斯科（４﹐３０曾电张之江、李鸣钟、鹿锺麟告以

已聘俄人 Korpenkv为国民军顾问）。

戊、吴佩孚电颜惠庆，请依法摄行总统职务。

己、孙传芳等通电，主恢复颜惠庆摄政内阁，并声明五省实行保境息民，人不犯我，我不犯

人。

５﹐４（三，二三）

甲、王士珍、赵尔巽等与齐燮元、张学良、张宗昌会商，调停吴佩孚、张作霖两派之意见（张

学良昨日回北京）。

乙、孙传芳自兼淞沪商埠督办，以丁文江为总办。

５﹐５（三，二四）设中央军官学校南宁分校，由俞作柏主持。

５﹐６（三，二五）

甲、张作霖电覆吴佩孚，谓对恢复颜内阁事不便过问。

乙、张作霖在东三省发行公债五千万元。

丙、吴佩孚部李鸿翥旅进攻河南杞县之红枪会，肆行烧杀。

丁、南口军事无发展（张作霖、吴佩孚两派均不肯出兵），国民军改编七军（鹿锺麟、宋哲

元、李鸣钟、刘郁芬、郑金声、门致中、石友三），张之江任总司令，对南口多伦主守，对

晋北大同主攻（晋军分三路抵御，中路商震，东路张培梅，西路孔繁蔚）。

戊、广州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胡汉民报告游俄经过。

己、俄轮船续运军火到粤。

５﹐７（三，二六）

甲、广州举行五七国耻纪念大会，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攒殴孙文主义学会会员，潘佑强、杨

引之重伤。

乙、广州全国劳动代表大会，鲍罗廷报告世界革命状况。

丙、蒋中正与鲍罗廷长谈。

５﹐８（三，二七）蒋中正拒晤胡汉民。

５﹐９（三，二八）

甲、胡汉民被迫离广州赴上海，汪兆铭亦秘密离广州赴法（二人不期相遇于省港船中，一说

事在５﹐１１）。

乙、颜惠庆通电表示准备组摄政内阁。

丙、冯玉祥、徐谦到莫斯科，晤俄外长翟趣林（５﹐１４晤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５﹐１０（三，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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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及湖南唐生智代表刘文岛均到广州，商北伐（翌日李晤蒋中正）。

乙、冯玉祥决定加入中国国民党（谋得俄援）。

丙、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丁、蒋中正欢迎全国劳动大会、广东全省农民协会、教育大会代表，讲革命基础为工农学兵

之联合，革命军队应受工农学民众之指挥。

戊、张作霖电吴佩孚对中央事主慎重将事。

己、张宗昌、褚玉璞任直鲁联防总副司令。

庚、法权调查委员会各国代表自北京赴各地调查司法情形。

５﹐１１（三，三○）

甲、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决出师北伐。

乙、四川杨森军占领涪陵，袁祖铭黔军撤退。

丙、中国委员通电报告关税会议情形希望继续开会。

丁、北京临时治安会解散（时四郊难民颠沛流离，状极凄惨）。

５﹐１２（四，一）

甲、张学良出北京（示不赞成颜阁，时并有孙传芳、靳云鹗、田维勤、李景林联合反奉说）。

乙、广州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致书国民党，盼维护劳苦人民利益，保持农工政策真义（即闭会）。

丙、蒋中正与张人杰（静江）、鲍罗廷商定整理党务办法。又与李宗仁等商北伐及援湘事。

丁、国民党政治会议请蒙古国民党派代表来商合作（蒙古之请）。

戊、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胡宗铎旅（团长尹承纲）

自桂林抵衡阳，援唐生智，击退进攻衡山之叶开鑫。

５﹐１３（四，二）

甲、颜惠庆内阁实行复职，财政顾维钧，外交施肇基（颜暂兼），内务郑谦，陆军张景惠，

海军杜锡珪，教育王宠惠，农商杨文恺，交通张志潭，宣布曹锟于五月一日辞职，依法由国

务院摄行大总统职权（内、陆属张作霖系，未就。农商属孙传芳系）。

乙、湘西第一二师合组护湘军，举赵恒惕为总司令，叶开鑫为副司令，贺耀组为总指挥，讨

伐唐生智。

丙、蒋中正拟国共妥协条件，并与鲍罗廷、张人杰谈共党事。

５﹐１４（四，三）

甲、颜惠庆内阁因张作霖反对，阁员多走避。

乙、广州各界代表向蒋中正请愿制止共产党活动。

丙、蒋中正与鲍罗廷、谭平山、张国焘，商国共协定，鲍等多持异议。

５﹐１５（四，四）

甲、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大会在广州开会，蒋中正、谭延闿、谭平山

为主席团，蒋等九人提出整理党务案，蒋又提出国共协议事件。

乙、奉天会议，张宗昌、张学良均参加，对北京颜阁持消极反对态度，军事仍与吴佩孚合作。

５﹐１６（四，五）

甲、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动员入湘北伐。

乙、国民军韩复矩、石友三等六路攻晋北大同一带，晋军商震、孔繁蔚等御之（靳云鹗在保

定按兵不动，传将与国民军及孙传芳结合，造成新直系，先与国民军合取山西，孙传芳进攻

山东，再驱逐奉鲁军出关，张宗昌调京津一带鲁军一部回鲁南防孙。并有国民军拟假道山西，

侧击吴佩孚之说。时宋哲元任国民军西路总司令，主晋北军事，鹿锺麟任东路总司令，主南

口军事）

。

５﹐１７（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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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大会通过整理党务案（

一）由国民党代表五名，共产党代表三名，组织联席会议，聘第三国际代表为顾问，审查两

党党员言论行动，以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威权，及确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地位。（二）

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三分之一，不

得充任中央机关之部长，不得在党部以外以国民党名义召集党务会议，非得最高党部许可，

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共产党对于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之训令，应先交联席会

议通过。（三）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人，由执监委员中选出。（四）

全部党员重行登记。

乙、国民军将领宣言开发西北。

５﹐１８（四，七）公使团议决对颜惠庆内阁以取得段祺瑞时代对外所订一切条约协议契约

合同等完全继续有效之声明，为承认之交换条件。

５﹐１９（四，八）

甲、张人杰（静江）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乙、张作霖电吴佩孚不赞成护宪及颜阁，约于北京会商。

丙、湖南唐生智军败叶开鑫军于湘潭附近。

５﹐２０（四，九）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党员重行登记案（蒋中正提），统一各

省党部案，并选举张人杰、谭延闿、蒋中正、吴稚晖、顾孟余为出席国共两党（共产党代表

三人）联席会议代表。李济琛、何香凝、经亨颐为候补代表。

５﹐２１（四，一○）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受海内外请愿北伐案。

乙、阎锡山告急，请奉鲁军及直军速攻南口以牵制国民军。

丙、奉俄正式会议，苏俄代表谢列布略阔夫向张作霖提出中东铁路之具体案，被拒。

丁、孙传芳、陈陶遗令丁文江、许沅与美英日领事交涉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

５﹐２２（四，一一）

甲、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谭延闿、蒋中正演说，均盼团

结革命势力（蒋提议敦请汪兆铭、胡汉民回粤主持党政）。

乙、湖南叶开鑫军得贺耀组之护湘军及北军之助，下令反攻。

丙、甘肃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通电进攻国民军，刘郁芬败之于会宁定西等处（５﹐２８国民军

旅长孙良诚克定西）。

丁、北京外交部电驻比公使，令向比外部声明比约至十月二十七日期满失效。

戊、张作霖以中东铁路局擅自经营航业，破坏条约，电令该路理事会将航务设备交还中国政

府。

５﹐２３（四，一二）

甲、四川杨森军入重庆，黔军袁祖铭退綦江，进向贵州。

乙、湖南护湘军占湘乡，唐生智军南退。

５﹐２４（四，一三）湘西贺龙在辰州宣布参加北伐。

５﹐２５（四，一四）

甲、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发表整理党务宣言，此次议决在团结

革命份子与世界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作更有力之战斗。

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书记长刘芬，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祖涵辞

职。

丙、中共要人高语罕自上海致书蒋中正自辩，否认诋毁中伤之语。

５﹐２６（四，一五）吴佩孚自汉口北上，临行以邓锡侯为四川督理，田颂尧帮办，杨森为

四川省长，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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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７（四，一六）

甲、国民军攻占大同，石友三、弓富魁、徐永昌、方振武、韩复矩等南攻雁门。

乙、蒋中正与鲍罗廷商肃清反动派。

５﹐２８（四，一七）

甲、中国国民党通告全国人民，一致团结参加革命运动。

乙、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以蒋中正任组织部长（代谭平山，陈果夫任秘书），顾孟余

代理宣传部长（代汪兆铭、毛泽东），胡汉民任工人部长，王法勤任商人部长，甘乃光任农

民部长（代林祖涵），邵元冲任青年部长，何香凝任妇女部长，叶楚伧任秘书长（代吴玉章）。

丙、英政府致美政府节略，如中国保证关税新收入之用途，各国应允许附加税之立即施行。

丁、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桂军）锺祖培旅抵湖南衡阳。

５﹐２９（四，一八）

甲、叶开鑫军占衡山。

乙、广州军事委员会决定先拨广西军费二十万元，命出发援湘。

５﹐３０（四，一九）

甲、蒋中正逮捕第十七师师长吴铁城（以欧阳驹继任第十七师师长），张人杰、伍朝枢、孙

科等为吴缓颊无效（此系鲍罗廷之要求。共党谓吴运动黄埔军校学生，煽动金融风潮，破坏

省港罢工，谋不利于政府）。

乙、中国共产党发表【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书】。

丙、北京国会议员宣言，决继续开会。

丁、上海五卅周年纪念，工人停工，学生停课，商人休业，并举行纪念会（广州、杭州、南

京、九江等地亦均开会演说）。

５﹐３１（四，二○）

甲、吴佩孚抵石家庄与阎锡山会。

乙、吴佩孚因靳云鹗别有企图，免靳之讨贼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河南省长各职，调

为陕西督理（吴即晚到保定）。

丙、蒋中正、张人杰、谭延闿、朱培德商设总司令部事。

丁、国民政府明令引咎，负责察明人民需要，决定取消煤油专卖，解决省港罢工，组织劳资

仲裁，禁止人民互斗，查拿乱党，整饬教育八端。

戊、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派戴传贤为广东大学校长。

６﹐１（四，二一）

甲、伍朝枢因吴铁城被捕事辞职离粤。陈友仁代理外交部长交涉员，６﹐２傅秉常亦离去（伍

与胡汉民近，为鲍罗廷不喜，复因向英人进行大借款为蒋中正反对），国民政府以孙科继任

广州市政委员长。

乙、广西省政府改组，黄绍竑任主席。

丙、袁祖铭任王天培为贵州省长，改任彭汉章为军务帮办，率部赴湘西。

丁、英国庚款委员威灵顿来华调查用途（６﹐１９去）。

戊、吉（吉林）敦（敦化）铁路开工。

６﹐２（四，二二）

甲、国民党政治会议通过北伐宣传大纲，并以张人杰、宋子文为常务委员（时常务委员汪兆

铭、胡汉民、伍朝枢、古应芬均告假，仅余谭延闿一人）。

乙、唐生智得第七军（桂军）锺祖培旅之助，败叶开鑫、贺耀组军于湘乡，湘军旅长叶琪来

归（唐即在衡州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长兼前敌总指挥职）。

６﹐３（四，二三）

甲、蒋中正电邀冯玉祥来粤共筹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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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吴佩孚对国民军决三路进攻（东路田维勤，中路王为蔚，西路魏益三），请奉鲁军分攻

多伦南口。

６﹐４（四，二四）

甲、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速行出师北伐，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案。

乙、中国共产党致书国民党，盼于【整理党务】

后肃清反动，巩固内部及革命联合战线。

丙、陈独秀致书蒋介石（中正），否认中共阴谋倒蒋及破坏国民党。

丁、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照会各国领事，撤消交涉员公署，以后交涉事宜均由外交

部办理（６﹐１６美领事复称收到）。

戊、唐生智电国民政府已在衡州设湖南临时省政府。

己、冯玉祥晤托洛斯基及齐诺维夫。

６﹐５（四，二五）

甲、国民政府特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专命北伐，并以李济琛为总参谋长。

乙、国民政府派宋子文、陈公博、陈友仁为全权代表与香港当局商解决省港罢工，即由陈友

仁通知广州英总领事。

丙、吴佩孚编魏益三部为讨贼联军第四军，以齐燮元任总司令，魏副之（一军吴自兼，二军

彭寿莘，三军阎治堂）。

丁、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败北军谢文炳部（粤军）、唐福山（赣军）于湖南渌田，

克复攸县（叶团于６﹐２抵安仁）。

６﹐６（四，二六）

甲、张作霖由奉天到天津。

乙、冯玉祥对莫斯科孙文大学中国学生讲演。

６﹐７（四，二七）

甲、蒋中正在黄埔军校讲演，说明中国革命势力，须统一于第三国际，劝在国民党内之共产

党员退出共产党，勿作跨党份子，使国民党内部一致，使中国革命以一党为中心。

乙、莫斯科苏俄重要人物会议接济冯玉祥部军火。

丙、奉俄会议冲突停止。

丁、贵州彭汉章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服从。

戊、吴佩孚派张其锽、张志潭为代表，与张作霖之代表郑谦、张景惠在天津开预备会议。

６﹐９（四，二九）

甲、吉林间岛日本领事与延吉道尹成立图们江铁桥架设协议。

乙、杨宇霆到天津，即与吴佩孚之代表张其锽、张志潭会商。

丙、阎锡山电张作霖请从速一致进击国民军。

６﹐１０（五，一）杨宇霆、郑谦、张景惠与张其锽、张志潭会议。

６﹐１１（五，二）

甲、天津之吴（佩孚）、张（作霖）预备会结束，决定军事仍合作，政治意见仍不一致（宪

法与颜惠庆内阁问题）。

乙、蒋中正以陈果夫为中央党部组织部秘书。

６﹐１２（五，三）

甲、直鲁联军在北京所收编之唐之道部王梦弼、李乐滨两旅自动开向大名，归吴佩孚，张宗

昌派兵追击。

乙、吴佩孚之代表张其锽自天津返保定。

６﹐１３（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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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青年党领袖陈启天在武昌中华大学演讲，共产党与国家主义派发生冲突，军警制止，受

伤多人。

乙、英轮【滇光】号在四川万县撞沈木船，淹毙五人。

６﹐１４（五，五）

甲、吴佩孚向所统各军下总攻击令，田维勤、魏益三各军即向前进展。

乙、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会议，决保持现局，不加入战争漩涡。

丙、广州英领事覆国民政府外交部，允商谈省港罢工问题。

６﹐１５（五，六）

甲、中国国民党发告全国人民书，要求全国人民援助国民党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勿借款与北

方军阀，拒绝纳税，拒绝运输，拒绝售与军需，拒绝供给粮秣，时时集会，揭破军阀与帝国

主义勾结卖国真相。

乙、阎锡山电告进攻雁门关之国民军被击退。

６﹐１６（五，七）广州代理英总领事代表香港总督覆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陈友仁，谓

罢工已成过去之事，惟愿派代表谈判排斥英货问题。

６﹐１７（五，八）日本对关税会议表示反对英国之停会主张。

６﹐１８（五，九）

甲、吴佩孚因湖南战事不利，派宋大霈（中路）

、王都庆（右翼）、唐福山（左翼赣军）、董政国（预备）为援湘四路司令。

乙、李宗仁离广州回广西。

丙、张其锽到北京，约颜惠庆、顾维钧、张国淦、张志潭商内阁问题。

６﹐１９（五，一○）吴佩孚、张作霖之代表张其锽、郑谦在北京开二次预备会议（颜惠庆

内阁问题）

。

６﹐２１（五，一二）

甲、赵恒惕自南京到汉口，调停湖南战事，电劝蒋中正勿派兵入湘（６﹐２６孙传芳电蒋主

南北两方对湘战中立）。

乙、蒋中正定北伐作战计划。

丙、香港派人到广州，谋对蒋中正行刺。

６﹐２２（五，一三）

甲、颜惠庆内阁开第一次会议（因以前阁员多未就职），奉系阁员未到，决定以田应璜署内

务总长，任可澄署教育总长，颜惠庆即辞职，以海军总长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

乙、调查法权会议各国代表调查完毕回北京。

丙、冯玉祥之夫人李德全自库伦到莫斯科。

６﹐２３（五，一四）

甲、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自梧州赴桂林，往湖南督师（

第七军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黄日葵，至是另以麦焕章为前方部队政治部主任，黄为留守部队

政治部主任）。

乙、颜惠庆内阁通电辞职。

６﹐２５（五，一六）

甲、国民党政治会议派李煜瀛、张继、李大钊、柏文蔚、易培基与国民军接洽。

乙、黔军彭汉章在铜仁宣布就吴佩孚所委湘黔边防督办职。

丙、张宗昌、张学良自天津到北京。

丁、孙传芳要求蒋中正停止进兵湖南，否则即助吴佩孚攻粤。

６﹐２６（五，一七）张作霖到北京，警戒森严，黄沙铺道。６﹐２７（五，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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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李景林被张作霖逼迫去职。

乙、上海总工会再度被封。

６﹐２８（五，一九）

甲、蒋中正令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个师自韶关出发援湘。

乙、吴佩孚到北京晤张作霖，杜锡珪内阁宴双方要人，吴即出京赴前敌。

丙、熊希龄在上海一度被会审公廨拘捕（熊曾任湖南华昌矿务公司董事，该公司欠美国工程

师怀特薪金）。

６﹐２９（五，二○）

甲、张作霖出北京赴天津。

乙、李景林军在津被缴械改编，以荣臻为军长。

丙、吴佩孚在门头沟指挥田维勤军向怀来进攻（翌日起回易州检阅魏益三军）。

丁、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通过任蒋中正为国民政府委员。

６﹐３０（五，二一）

甲、吴佩孚委李济臣为湘鄂边防督办。

乙、国民革命军兵站总监部成立，俞飞鹏为总监。

丙、广州美总领事照覆陈友仁，谓愿与直接文移往来，但不含承认之意。

７﹐１（五，二二）

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中正下北伐部队动员令（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等军即出

动）。

乙、上海西山会议派之中央党部令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丙、法权会议各国代表起草报告书认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尚非其时。

７﹐２（五，二三）

甲、奉俄会议重开，俄交通次长谢列布略阔夫出席，奉方要求加拉罕离华（十四日又停）。

乙、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开幕。

丙、河南樊锺秀势颇张，占据南阳方城鲁山叶县等十余城，督理寇英杰军屡战不利。

７﹐３（五，二四）关税会议各国代表决定暂时停会，俟中国代表能正式出席时再继续开会。

７﹐４（五，二五）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临时全体会议，将前后方之军政各机关划一组织，如交通

宣传民众团体均属之军政领袖（总司令）统一指导之下。重要议决为（一）誓师典礼，（二）

总司令就职典礼，（三）发布北伐宣言及对全体党员训令，（四）改选蒋中正为军事部长（有

任免革命军及军事机关党代表权），（五）

加选候补常务委员七人，（六）政治委员会于中央与常务委员会开一政治会议，以代政治委

员会之会议。

乙、蒋中正覆赵恒惕电，吴佩孚复起必继孙中山之志讨之，劝赵幡然改图（时北伐战略为打

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

一说７﹐５）。

７﹐５（五，二六）

甲、奉鲁军对南口总攻击（吴佩孚部久攻南口不下，改由奉鲁军任之）。

乙、湖南江西均大水。

７﹐６（五，二七）

甲、国民党中央委员临时全体会议推选蒋中正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仍由张人杰代理）。

乙、革命军开始向长沙攻击，渡过涟水，左路第八军刘兴师克娄底（次日何键师克濲水）。

丙、俄舰运械抵粤。

丁、北京杜锡珪之代阁开第一次会议，以蔡廷干任外交，张国淦任内务，罗文干任司法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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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五，二八）

甲、吴佩孚军田维勤部屡向怀来进攻，均无进展。

乙、于右任电劝冯玉祥归国（张之江、鹿锺麟、宋哲元亦请冯回国组织西北总制府）。

丙、陈独秀于【向导】周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认时机尚未成熟（６﹐３０该周刊

曾刊登张国焘文，亦不赞成北伐）。

７﹐８（五，二九）

甲、革命军中路第八军李品仙、周斓、夏斗寅师渡过涟水易俗河，进攻湘乡湘潭。

乙、鲍罗廷与蒋中正谈外交及土地问题。

丙、英轮【万流】号在四川酆都撞沉划子一只，淹毙营长田雨亭等三人。

７﹐９（五，三○）

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就职，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吴敬恒、谭延闿、孙科行授旗授印

授像（孙中山）礼，极为隆重，蒋即誓师北伐，并发告将士及全国民众及广东人民海外侨胞

书。

乙、革命军中路夏斗寅师克湘乡。

丙、上海西山会议派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会（二十二日闭会）。

丁、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交涉已讨论完毕。

戊、洮昂铁路（洮南至昂昂溪）通车。

７﹐１０（六，一）

甲、革命军中路第八军李品仙第七军胡宗铎旅败叶开鑫军及鄂军余荫森旅，克服湘潭。右路

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师败赣军唐福山师及粤军谢文炳克复醴陵。

乙、张作霖自天津回奉天。

丙、袁祖铭、贺龙占常德。

７﹐１１（六，二）

甲、革命军中路李品仙师克复长沙，左路刘兴师锺祖培旅克复宁乡。

乙、叶开鑫自长沙退岳州，赵恒惕、李济臣自汉口率军往岳州布防。

丙、吴佩孚斥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

７﹐１２（六，三）

甲、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开幕（时共产党员已达三万人），发

表时局宣言，主召开国民会议，巩固国民联合阵线，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

乙、田维勤部陈鼎甲贾自温马宗融旅（国民三军旧部）叛变，占据北京西妙峰山。

７﹐１３（六，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汪兆铭、胡汉民等二十一人为政治会议委

员（蒋中正任主席，谭延闿代理），陈果夫为组织部长，丁惟汾为青年部长。

７﹐１４（六，五）

甲、蒋中正以长沙克复，电令各军固守汨罗河南岸，掩护后续部队之集中，并令第四、第二

两军集中醴陵、茶陵，监视江西。

乙、蒋中正呈请任李济琛为总参谋长，钮永建为总参议，陈果夫代理组织部长。

丙、中国国民党发布北伐宣言。

丁、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陈友仁照会美国领事 DouglasJenkins抗议北京关税会议重开。

戊、北京国务院重派关税会议委员会蔡廷干、顾维钧、杨文恺、张志潭、张英华、梁士诒、

颜惠庆、王宠惠、王荫泰、潘复、马素、夏仁虎为委员，蔡、顾、颜、王（宠惠）、张（英

华）、王（荫泰）为代表，以谋重开关税会议。

己、清室运动恢复民国十三年所取消之优待条件。

庚、奉俄会议张作霖要求加拉罕先行离华，谈判不协，俄代表回国，谈判停顿。

７﹐１５（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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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广州代表陈友仁、宋子文、顾孟余与香港英代表开始解决省港罢工及抵制英货之谈判，

陈友仁劝英国谅解现在变化之中国，重新乐观中国之局势。

乙、蒋中正电令黔军王天培兼程前进湘西常澧。

丙、第七军军长李宗仁自桂林抵衡州。

丁、徐谦离莫斯科，取道欧洲赴广州。

７﹐１６（六，七）

甲、广州中英会议，粤方代表说明对英抵制，由于沙基及五卅惨案，请英方表示对于民族主

义之谅解。

乙、上海西山会议派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议决成立政治委员会。

丙、革命军第八军周斓师克湖南益阳。

７﹐１７（六，八）

甲、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推张人杰为代理主席，谭延闿为政治会议代理主席。

乙、长沙实行党治，取消省宪省议会。

丙、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到长沙。

７﹐１８（六，九）

甲、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扩大会议闭幕，议决扩大国民党左派（即汪兆铭、甘乃光等）与

左派的密切联合，共同应付中派（即新右派蒋中正、戴传贤等）而公开的反攻右派（即冯自

由、马素、孙科、古应芬等）

（此外尚有关于组织问题、宣传部工作、职工、农民、红枪会、商民、妇女、学生济难军事

等运动议决案，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

乙、张作霖赴旅顺访儿玉关东长官及白川司令，答谢日本助平郭松龄之变，并商所许日本之

条件。

丙、张宗昌、张学良、吴佩孚悬赏攻南口难儿谷。

丁、蒋中正允湘军师长贺耀组加入革命军。

戊、长芦盐运使韩德凝为直隶保安总司令褚玉璞枪毙。

７﹐１９（六，一○）

甲、广州中英会议英代表谓对英抵制非出人民自愿，英人愿见中国之兴盛。

乙、北京外交部电驻外各使以新派关税会议名单（蔡廷干、顾维钧、颜惠庆、王宠惠、张英

华、王荫泰）通知各国政府希望关税会议重开（７﹐１７已通知各国驻使）。

丙、蒋中正电奖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兴师北伐，令进攻鄂西（即委彭、王为第九、第十

军长）。

丁、国民政府派蒋作宾为湖北宣抚使。

７﹐２１（六，一二）

甲、广州中英会议粤方代表提议委托第三者组织审查法庭，判决双方争点，并以巨款办理罢

工善后。

乙、田维勤部二次叛变两团（均旧国民二军），攻击怀来之战事停顿。

丙、奉军第十军副军长戢翼翘占多伦（国民军宋哲元回援，晋北战事缓和）。

７﹐２２（六，一三）

甲、北京外交部要求加拉罕阻止俄军官助国民军攻晋（加请中国自行遏止）。

乙、于右任到莫斯科，劝冯玉祥回国。

丙、广州中央政治会议加推李济琛、陈果夫为委员。

丁、上海西山会议派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

７﹐２３（六，一四）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反对重开关税会议，谓列强利用海关为操纵中国政治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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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中国内乱之工具，以税款援助军阀为祸中国。

乙、关税会议中外代表茶会，各国代表表示可以继续开会，其日期须视中国政情再定。

７﹐２４（六，一五）

甲、英国代表团离广州回香港，省港罢工及抵制英货谈判停顿（

共谈判五次）。广州对沙基惨案作国际调查，英要求由香港贷款开发黄埔港口。

乙、广州印务工人罢工要求报馆加薪及充分登载国民党国民政府文件等条件。

丙、全国商会联合会电各军首领请息兵。

丁、蒋中正复张继书，表明护党苦衷及信心。

戊、蒋中正划广东为七警备区，各设司令，以第一军长何应钦（

潮梅）、第十八师长胡谦（惠属）、第二十师长钱大钧（广属）、第二军教导师长陈嘉佑（韶

属）、第十一师长陈济棠（钦属）、第十三师长徐景棠（肇属）、第十二师团长许志锐（琼崖）

分任之。

７﹐２６（六，一七）

甲、广州美领事 DouglasJenkins奉北京美公使马慕瑞７﹐２４训令，答复国民政府外交部，

谓对十四日抗议甚为注意。美国对于中国人民无一致意见与统一之中央政府颇感失望，但确

信美国政府目的在有益于整个中国而非为某一军事或政治派系（７﹐２７Jenkins晤陈友仁）

。

乙、北京外交部照会比使一八六五年之中比通商条约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满期即宣告废止，另

订新约，在新约未成立前，两国政府可另定通商暂行草章。

丙、蒋中正电告唐生智等，朱培德之第三军改道衡阳株洲，集中醴陵。

７﹐２７（六，一八）

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偕俄顾问嘉伦自广州出发北伐，以总参谋长李济琛留守，白崇

禧为行营参谋长，随军出发，并布告讨伐吴佩孚，当日抵韶关。

乙、孙传芳因湘战紧急电吴佩孚速平西北，回师坐镇长江。

７﹐２８（六，一九）

甲、南阳一带樊锺秀军连败寇英杰军并截断西平京汉路。

乙、国民政府外交部代部长陈友仁驳覆广州美领事７﹐２６之答复，认关税会议复开为美国

及有关系国有意将中国海关变为筹战费及外人干涉中国革命事业之举动，国民政府被迫采取

防卫办法。

７﹐２９（六，二○）

甲、国民政府公布战时戒严条例（防共产党煽惑农工，扰乱后方阻挠北伐）。

乙、蒋中正抵乐昌。

７﹐３０（六，二一）

甲、北京外交部电驻英代办公使令通告英外部，香港与广州所订任何合同，除解决罢工及对

英抵制者外，中国政府概不承认。

乙、湖南省政府成立，唐生智为主席，分设军事、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

丙、赵恒惕在岳州下令免唐生智本兼各职，任唐部何键、刘兴、吴尚等为师旅长。吴佩孚令

坚守防地，暂不进攻。

７﹐３１（六，二二）

甲、北京外交部电驻俄代办郑延禧，向俄外部提出撤回加拉罕之要求。

乙、国民政府宣言反对重开关税会议，抨击英日援助军阀。

８﹐１（六，二三）

甲、奉鲁军及吴佩孚军对南口怀来总攻击，张学良亲自督战攻南口正面并以重炮轰击。

乙、广东大学改为国立中山大学，戴传贤任校长。



- 493 -

丙、广州邮局员差罢工，要求加薪。

丁、日本召开之亚细亚民族大会在长崎举行，中国代表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日本代表争

辩（８﹐３闭会，通过组织亚细亚国际联盟案）。

８﹐２（六，二四）

甲、英轮【嘉利】号在四川涪滩撞沉木船，淹毙士兵五人，沉没公款四千余元。

乙、北京政府决定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等件于期满时停止效力。

丙、北京政府通缉鲍罗廷。

丁、田维勤部第三次叛变两营，张学良所收李景林旧部亦叛变一旅。

８﹐３（六，二五）

甲、上海日轮【万里】丸水手惨杀小贩陈阿堂。

乙、革命军第四军克湖南浏阳。

丙、蒋中正抵湖南郴州。

丁、英内阁商讨对华新政策。

８﹐４（六，二六）

甲、孙传芳通电保境安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吴佩孚已派孙部王普、孟昭月等入赣援湘，

孙亦积极准备军事）。

乙、蒋中正在郴州与嘉伦等会议作战方略，决先攻武汉，监视江西，相机进围（此系胡宗铎

建议，唐生智、李宗仁原主同时进攻鄂赣）。

丙、苏俄外交部长、陆军部长、中央执行委员及北京使馆人员在莫斯科会议支持国民军冯玉

祥于右任问题，并反对广东北伐（是日俄方交冯铁甲机车八辆，汽油三千七百五十普特，飞

机油七百五十普特）。

丁、比使答复七月二十四日北京外交部照会，依一八六五年条约第四十六条仅比国有提议条

约权，拟提交海牙国际常设公断法庭解决。

８﹐５（六，二七）参加北伐之国民革命军均到达集中地点。

８﹐６（六，二八）黔军彭汉章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职。

８﹐７（六，二九）

甲、张宗昌枪毙北京社会日报社长林万里（白水）（林为名士，生活腐化，喜揭人阴私，勒

索金钱，因丑诋潘复为张所杀）。

乙、孙传芳封禁江苏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并照会上海各国领事查封租界党部。

丙、国民军各路与奉鲁军激战于南口昌平。

丁、国民政府公布调停劳工条例，并禁止工会使用武器。

戊、蒋中正抵湖南耒阳。

８﹐８（七，一）

甲、调查法权报告书各国委员已起草完毕，因林万里被杀案，临时又有改动。

乙、张宗昌逮捕北京世界晚报兼日报社长成舍我（因孙宝琦营救，四日后获释）。

丙、赵恒惕率北军自岳州赴前方，亲自指挥。

８﹐９（七，二）

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到衡州。

乙、苏俄表示撤换加拉罕事须俟中国正式政府成立后方可交涉，鲍罗廷在华为私人行为，中

国可自行处置。

丙、广州邮局员差复工。

丁、孙传芳封禁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一作８﹐８）。

８﹐１０（七，三）

甲、国民政府派方本仁为江西宣抚使兼第十一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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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福建周荫人军向闽南粤边出动，进窥潮梅。

丙、甘肃国民军张维玺旅攻占天水，击败吴佩孚系之孔繁锦。

８﹐１１（七，四）南口国民军因奉军（邹作华部）炮兵猛烈之轰击，损失颇重，同时复受

多伦汤玉麟、戢翼翘，怀来田维勤之威胁，渐不能支持。

８﹐１２（七，五）

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抵长沙（８﹐１１），召集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第七军长李

宗仁、第八军长唐生智、参谋长白崇禧会议，决提早进攻武汉，使北军无整顿增援之余暇，

以第二、三、六各军监视江西。

乙、蒋中正电复孙传芳，劝毋受吴佩孚伪命，顺应革命潮流，承认其为五省之总司令。

丙、北京外交部再催俄政府速撤换加拉罕，否则即与断绝往来。

丁、北京政府以蒋雁行署陆军总长。

戊、广州印务工人罢工解决。

８﹐１３（七，六）

甲、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本年十月二十日第三次期满，北京外交部令驻日公使汪荣宝向日外

部声明届时无效，并请依互相平等原则订立新约。

乙、四川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刘成勋因吴佩孚更动四川督理省长，通电反吴，出师北伐。

丙、张人杰（静江）致书陈独秀，驳斥其【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劝以后明辨事理，郑

重立言。

丁、教育界反对日本将中日文化委员会改为东方文化委员总会。

８﹐１４（七，七）

甲、经四日夜之血战，国民军刘汝明师向西北撤退，旅长王书箴被俘，奉军即占南口（国民

军死伤一万余人，奉鲁军二万余人）。

乙、直隶献县等处狂风溃堤，被灾二十余县。

丙、蒋中正在长沙检阅第七、第八军，并予勖勉。

丁、蒋中正呈请国民政府准由总司令部政务局发行中央银行兑换券五百万元。

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颁发第二期作战计划及总攻击令，以第四（由副军长陈可钰率

领）、第七、第八军为中央军，直趋武汉，封锁武胜关，唐生智任总指挥（第八军为左纵队，

唐兼指挥官，第四、第七军为右纵队，李宗仁为指挥官），以第二、第三军及赣南独立第一

师（即赖世璜之江西第四师）为右翼军，监视江西，朱培德任总指挥。以第九、第十军及贺

龙师为左翼军集中常德，进向荆沙，肃清鄂西，袁祖铭任指挥。

以第一、第六军为总预备队，程潜任总指挥，随中央推进。

己、奉票大跌，张作霖维持无效，大捕奉天钱商。

８﹐１５（七，八）

甲、冯玉祥在莫斯科与苏俄订立借款合同共一千零九十万卢布，以军械作价计算（时已交冯

步枪三万一千五百枝，子弹五千一百万发，机枪二百七十二挺，炮六十尊，炮弹五万八千发，

飞机十架）。

乙、杜锡珪内阁因张宗昌之攻击，请吴佩孚速与各方洽商继任人选。

丙、吴佩孚遣散旧国会议员四百余人，每人百元。

丁、晋北阎锡山军分向浑源、天镇、偏关之国民军反攻。

８﹐１６（七，九）

甲、蒋中正总司令再发出师宣言，历述吴佩孚罪恶及不得不出师讨伐之原因，国民革命军为

三民主义而战，全国军人凡同情革命者均视为同志。

乙、孙传芳复上海总商会长江战事归咎于粤军入湘，对南五省声明保境安民，但同时已决定

向江西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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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直军田维勤军占怀来，奉军韩麟春向宣化追击。

丁、上海租界纳税华人电孙传芳、陈陶遗，请将工部局投票权优待工人，越界筑路案速向领

事团交涉解决。

８﹐１７（七，一○）

甲、奉军高维岳、戢翼翘等占领张家口，张之江、鹿锺麟退向绥远。

乙、国民政府派蒋作宾到奉天报聘。

丙、上海各团体因日政府借口商约与关税会议有密切关系，对已届期之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意

图延搁，请政府废旧约，另订平等新约。

８﹐１８（七，一一）

甲、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通电攻击革命军称为【赤孽】，决派兵入赣增防，人

不犯我，我不犯人。

乙、冯玉祥与莫斯科订立密约，俄允继续助冯，承认外蒙共和国，将来并聘俄人为政府顾问，

与俄国以各项优先权利。

丙、冯玉祥离莫斯科取道西伯利亚返国，刘伯坚及新任俄顾问乌斯马诺夫（真名为 Sangursky）
同行（李德全留俄）。

丁、陇东镇守使张兆钾进迫兰州，败国民军。

戊、平绥线吴佩孚部王为蔚师占宣化。

８﹐１９（七，一二）

甲、湘北革命军开始总攻击，中路李宗仁指挥之中路右纵队占领平江，北军第二十五师旅长

兼平通镇守使陆澐自杀，全军覆没，唐生智指挥之左纵队亦渡过汨罗江，占领长乐街。

乙、孙传芳通电如有侵其所辖五省中之一省者，则五省共以全力御之。

丙、张作霖枪毙因奉票跌价而被捕之钱商五人并没收其财产，拘者尚有三十余人，日人因日

商与钱商有关及张在南满铁路附属地捕人提出交涉。

８﹐２０（七，一三）

甲、蒋中正得粤电，知后方共产党有迎汪（兆铭）倒蒋之谋。

乙、蒋中正发表对外宣言，申明北伐不止统一中国，实为世界和平，各国人士凡不妨碍国民

革命者，一切生命财产负责保护，否则惟有攘之辟之。

丙、晋军入大同，国民军退向平地泉。

丁、孙传芳军谢鸿勋师杨震东旅到九江向修水一带出动。

戊、方本仁在萍乡就江西宣抚使兼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职。

己、上海日纱厂工人因８﹐３陈阿堂案及日纱厂一再虐迫工人愤而罢工。

８﹐２１（七，一四）

甲、革命军左纵队败赵恒惕、李济臣所统之援湘军董政国、孙建业等于新墙，岳州震动。

乙、吴佩孚因湘战不利，即率刘玉春、陈德麟两师自长辛店南下赴汉口，留齐燮元代理总司

令。

丙、晋军占绥远丰镇，国民军退平地泉。

丁、杜锡珪通电辞代总理职（张宗昌不满杜阁）

。

８﹐２２（七，一五）

甲、革命军中央军左纵队第八军何键师克岳州，叶开鑫、宋大霈等分退华容城陵矶。右纵队

第四军陈铭枢师克通城。

乙、冯玉祥代表徐谦、李鸣钟自欧洲到广州，报告冯率国民军加入国民党。

丙、王天培就革命军第十军军长。

８﹐２３（七，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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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中正总司令令中央军右纵队沿武长路追击攻武昌，以左纵队于武昌上游，沿江取汉阳。

乙、国民政府任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党部委冯为国民军党代表兼国民政府委员。

丙、于右任自莫斯科抵库伦，遇李烈钧，冯玉祥抵上乌丁斯克（

８﹐３０李烈钧石敬亭自库伦来迎）。

丁、孙传芳致蒋中正书劝去俄人及过激党，否则将以讨赤御外相周旋。

戊、收回上海会审公廨已由公使团批准，英日领事亦签字。

８﹐２４（七，一七）

甲、蒋中正以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在【向导周报】

发表【论国民政府北伐】，加以诽议，电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向共产党质问，令负责答复。

乙、革命军右纵队第四第七军（陈铭枢师）占崇阳，左纵队第八军（李品仙师）占羊楼峒。

丙、南通张謇卒，年七十四岁。

８﹐２５（七，一八）

甲、蒋中正决定对江西作战计划。

乙、革命军右纵队第七军（胡宗铎旅）、第八军（李品仙师）占蒲圻。

丙、吴佩孚率刘玉春师陈德麟师到汉口，并续调田维勤、魏益三军南下（靳云鹗部高汝桐师

占据交通线，阻挠各军前进）。

丁、孙传芳召卢香亭等会议续派大兵入赣。

８﹐２６（七，一九）

甲、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师长陈铭枢、张发奎部（约万余人）与吴佩孚军宋大霈（师）、

董政国（师）、余荫森（旅）、孙建业（旅）等部（约二万人）血战于汀泗桥。

乙、蒋中正电催左翼军总指挥袁祖铭、党代表吕超、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第十军军长王天培

急占荆沙。

丙、蒋中正任命赣南之赣军第四师长赖世璜为第十四军军长（熊式辉为党代表），又任湘西

常德之贺耀组为独立第二师长（谷正伦为副师长）。

丁、阎锡山电告晋军占领平地泉，请奉鲁军勿再进，由晋军自了西北军事（时国民一军韩复

矩、石友三及三军徐永昌等归晋军商震收编）。

８﹐２７（七，二○）

甲、革命军第四军占领汀泗桥（北伐之第一次大战）并合第七军进攻咸宁。

乙、吴佩孚率刘玉春、陈德麟部赴咸宁，设司令部于贺胜桥，亲自督战，派执法总司令赵荣

华，率大刀队阻官兵退却，并电孙传芳邓如琢由赣边进攻。

丙、蒋中正自长沙进驻岳州。

丁、福建第三师旅长曹万顺、杜起云以周荫人犯粤计划通知何应钦。

戊、国民党中央党部欢迎国民军入党。

己、甘肃国民军刘郁芬、孙良诚等击破吴佩孚系之张兆钾、孔繁锦进占平凉。

８﹐２８（七，二一）

甲、革命军第四、第七两军分路进逼咸宁贺胜桥。

乙、革命军第八军何键师自临湘渡江，过江北。

丙、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奉孙传芳命，解散上海保卫团（该团受前总商会会长虞和德即虞洽

卿控制，虞倾向革命军）。

丁、法国政府对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希望延期一年修改。

８﹐２９（七，二二）

甲、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陈铭枢，第七军夏威、胡宗铎，与吴佩孚部陈嘉谟、刘玉春、陈

德麟、马济等剧战于贺胜桥，猛烈冲锋，吴手刃后退之旅团营长多人无效（是日蒋中正到咸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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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英轮【万流】号在四川云阳撞沉杨森军队之木船二只，淹毙连排长各一，士兵五十六人，

损失现款八万五千元。

丙、比国反对中国宣布期满之中比商约无效，须待中国有统一政府及关税法权两会议结束，

如中国坚持废约，比即向海牙国际公断会提出。

丁、冯玉祥抵库伦（一说９﹐３）。

戊、上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山会议派）临时会议议决致书警告蒋中正四事，又

选举中央政治委员九人。

８﹐３０（七，二三）

甲、在四川云阳肇事之英轮到万县，杨森派兵往查，被英兵舰水兵缴械，枪伤二人并架炮对

万县示威，杨森即令将英商轮二只（万通及万县号）扣留。

乙、吴佩孚军大败，向武昌溃退，革命军占领贺胜桥，另以生力军第一军第二师及第四军追

击。

８﹐３１（七，二四）

甲、孙传芳颁发援赣令及对湘鄂作战计划。

乙、吴佩孚任靳云鹗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刘佐龙为湖北省长，守汉阳，以陈嘉谟、刘玉春

守武昌（吴驻汉口）。

丙、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协定正式签字。

９﹐１（七，二五）

甲、蒋中正电令第三军长朱培德、第六军长程潜、第一军副军长王柏龄、第二军副军长鲁涤

平，准备对赣军事。

乙、浙江总司令卢香亭奉孙传芳命赴九江指挥军事，谢鸿勋师抵修水，杨震东旅抵铜鼓，大

队自九江续进，邓如琢军于吉安萍乡布防。

丙、晋军商震入归绥，国民军一部份改编，余西退。

丁、张炽章（季鸾）胡霖（政之）吴鼎昌（达铨）接办天津大公报，本日复刊（该报发刊于

１９０２﹐６﹐１７，创办人为英敛之，１９２５年休刊）。

９﹐２（七，二六）

甲、蒋总司令到武昌城外南湖，李宗仁为攻城军司令，陈可钰为副司令。

乙、北京外交部宣布１０﹐２６中比条约期满后之临时办法五条，以六个月为限。

９﹐３（七，二七）

甲、革命军左纵队第八军（江左先遣队）何键、夏斗寅师自嘉鱼渡江占大军山及蔡甸，鄂军

刘佐龙部不战东退。第七军夏威旅占鄂城。

乙、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师）、第一军（刘峙师）猛攻武昌不下（第一次攻击，守军约一

万余人）。

丙、蒋总司令派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

丁、冯玉祥自莫斯科抵库伦（９﹐１１离库伦，于右任先行）。

戊、东北江防司令沈鸿烈强制接收松花江、黑龙江之中东路附属船只，苏俄外长向驻俄代办

郑延禧抗议。

９﹐４（七，二八）

甲、张宗昌等赴奉天，商奉鲁军援吴佩孚办法，临行宣布北京戒严，以李寿金为司令（王怀

庆失势）。

乙、驻江西瑞金第四师长赖世璜因熊式辉策动，响应革命军，袭据江西信丰。

丙、广州罢工纠察队巡轮因干涉英商轮行驶，被英兵舰扣留，拘留纠察队，并驶入省河，架

炮示威，派水手占据长堤码头。

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吴敬恒、钮永建、张人杰、何成浚、叶楚伧、侯绍裘、朱季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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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苏特务委员（驻上海。实际主持者为吴、钮、侯、朱）。

戊、章炳麟电孙传芳，痛诋革命军，促孙传芳进攻。

己、北京军警接收女子师范大学，与女子大学合并为女子学院。

９﹐５（七，二九）

甲、英国炮舰二只，武装商船二只，在四川万县击毙监视被扣英轮之宪兵三百余人，复以大

炮轰城，焚毁民房商店一千余家，死伤军民约五千余，杨森部士兵还击，英舰被迫下驶，死

四人伤十余人（万县惨案）（朱德于七月自德国回抵上海，此时在杨森军中为其策划）。

乙、吴佩孚以英轮在长江上游逞凶肆虐，电请外交部向英方严重交涉。

丙、革命军第七军（胡宗铎之第二路），会同第四、第一军，以奋勇队挟手枪炸弹，缘梯登

城，二次猛攻武昌，卒被守军击退，牺牲极大，乃改用封锁政策，以第四军及第八军叶琪师

困之。

丁、革命军江左先遣队何键师进攻汉阳，鄂军第二师刘佐龙应之。

戊、第七军（第一路夏威）克湖北鄂城，大破鄂军宋大霈、孙建业。

９﹐６（七，三○）

甲、蒋中正总司令对江西下攻击令，第二、第三两军由醴陵出萍乡（当日占领，败唐福山之

江西第一师）进攻袁州万载，第六军自咸宁折向通城出修水，第一军第一师（王柏龄）自岳

州趋浏阳出铜鼓，第十四军与第二军第五师及第五军之一团攻赣南。

乙、孙传芳通电粤军攻赣，已令所部后退百里，如粤军不撤，将与周旋。

丙、革命军第七军自武昌调赴鄂东，迎击陈调元部（９﹐７陈可钰改任武昌攻城司令）。

丁、革命军左纵队何键、刘兴、夏斗寅师攻克汉阳，破守军高汝桐师（靳云鹗部），吴佩孚、

靳云鹗离汉口北退孝感（靳旋退鸡公山）。

戊、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向广州英领事 JohnBrenan抗议英水兵驱逐罢工纠察船舰占据

长堤码头（此为英国对广州之强硬表示）。

己、国民政府发北伐告民众书。

庚、北京政府派王荫泰为中俄会议委员会委员长。

９﹐７（八，一）

甲、革命军左纵队占汉口。

乙、革命军第六军程潜破孙传芳部第四师谢鸿勋部于江西修水马坳。

丙、赣军第四师赖世璜袭据赣州，解决杨池生、杨如轩两师，迎接革命军第二军谭道源师。

丁、孙传芳电蒋中正，限革命军二十四小时内退回广东，湘政还诸湘人。

９﹐８（八，二）

甲、孙传芳以邓如琢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统赣军，任樟树袁州之线，郑俊彦为第二方面军

总司令，卢香亭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担任南昌赣北之线（孙军主力），陈调元为第五方面军

总司令，王普为副司令统皖军向武穴集中，周荫人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统闽军窥潮梅，周

凤岐为总预备队，守九江（时周或已与革命军接洽）。

乙、蒋中正总司令限刘玉春、陈嘉谟二十四小时内开城，否则炮轰。

丙、阎锡山以商震为绥远都统。

９﹐９（八，三）

甲、革命军第八军刘兴师占黄陂。

乙、蒋中正电广州中央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及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等，请北来武汉。

丙、英军舰续行炮轰万县。

９﹐１０（八，四）

甲、北京外交部向英使抗议炮击万县事件，同时英使向外部要求制止中国军队行动。

乙、俄大使加拉罕离北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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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革命军第二军鲁涤平占江西袁州，第三军朱培德占万载。

丁、革命军第八军刘兴师占孝感，吴佩孚退向信阳，第七军奉调武昌入江西攻九江。

戊、蒋总司令任刘佐龙为第十五军军长。

己、靳云鹗请冯玉祥速发宣言，响应革命军（？

）。

庚、商震占包头，国民军韩复矩、石友三等部降。

辛、胡汉民自上海函蒋中正贺捷。

９﹐１１（八，五）

甲、革命军第六军程潜克江西修水，大破孙军谢鸿勋部。

乙、退集鄂东之粤桂湘鄂残军将刘志陆、马济、叶开鑫、方殿甲，电孙传芳请允加入五省联

军，推孙为九省联军总司令，并推赵恒惕为粤桂湘鄂联军总司令。

丙、张作霖电吴佩孚声明愿出兵援助，吴请先接济饷械。

９﹐１２（八，六）

甲、蒋总司令电令右翼军总指挥朱培德督军猛进南昌。

乙、蒋总司令任命河南之任应岐为第十二军军长，樊锺秀为第十三军军长。

丙、北京外交部通知比使转比政府，容纳中国修改中比商约要求，从速准备一切。

９﹐１３（八，七）

甲、蒋总司令驳孙传芳电，谓只知主义之异同，无分南北之界域，并令速撤驻赣各军，另通

电各报馆宣布其罪状。

乙、革命军第一师王俊部克江西铜鼓，击破孙军杨震东旅。

丙、革命军第七军自武昌抵阳新，进向江西。

丁、围攻武昌之革命军以飞机大炮进攻，刘玉春仍固守。

戊、革命军第八军刘兴师克湖北广水。

己、靳云鹏王占元运动张作霖孙传芳合作，援吴佩孚讨【赤】。张宗昌自奉回鲁，声明对孙

取合作态度。

庚、冯玉祥偕自绥远来迎之石敬亭离库伦赴五原。

９﹐１４（八，八）

甲、张继致书俄大使加拉罕，请其劝告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并促鲍罗廷离华。

乙、英国运动日美协同对华压迫未成，英舰续向万县集中。

丙、在广州长堤登岸之英水兵撤归军舰。

丁、北京外交部再向英使抗议万县惨案（同时杨森派员与英领事在宜昌谈判）。

戊、美炮舰 Piglon 在城陵矶与革命军冲突（翌日法舰亦在该地与革命军冲突）。

己、蒋总司令电令岳州驻军扣留运载军火赴宜昌之英商江和轮船。

庚、革命军第八军与由豫开来之田维勤军激战于广水之北。

辛、革命军第三军克江西上高，第二军克分宜。

壬、湖北工人代表在汉口举行工界恳亲会，成立武汉总工会。

９﹐１５（八，九）

甲、冯玉祥、于右任由库伦抵五原。

乙、蒋总司令与邓演达、嘉伦商调第二师入赣作战。

丙、吴佩孚退郑州，留田维勤守信阳。

丁、五省联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周荫人自福州赴厦门转漳州布置对粤军事。

戊、孙传芳电蒋中正商和议。

己、蒋总司令通令各将士保护农民利益，扶持农民运动。

９﹐１６（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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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冯玉祥在五原发表宣言，历述其怀抱与献身革命之信心，即由于右任、孙岳、方振武、

史可轩、弓富魁、张之江、鹿锺麟、宋哲元、徐永昌、邓宝珊等推为国民联军总司令（时在

绥冯部约五万人，原定于右任为副总司令，不果）。

乙、革命军第二军鲁涤平克江西新喻，败邓如琢、唐福山等师。

丙、革命军第八军刘兴师克武胜关，夏斗寅师克平靖关，李品仙师克九里关。

丁、蒋中正总司令通告汉口各国领事，即日起封锁武昌江面，往来商轮须受检查，禁止驶近

武昌，否则炮击。

戊、共产党人赵醒农在南昌被枪毙。

己、调查法权委员会在北京居仁堂开末次会议，报告书签字，共四章。

９﹐１７（八，一一）

甲、冯玉祥在五原宣誓就国民联军总司令职，接受国民党之主义，聘俄人乌斯马诺夫为政治

军事顾问，以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

乙、蒋总司令电复孙传芳要求先撤援赣之江浙诸军以为和平保障。

丙、蒋总司令离武昌转江西督师，鄂事交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负责，并代理湖北临时政治会议

主席，委邓演达为武汉行营主任，兼政务委员会主席，陈公博为财务委员会主席，陈可钰为

武昌攻城司令。

丁、革命军第六军占江西奉新。

戊、吴佩孚因靳云鹗部之压迫自信阳北逃郑州（吴之卫队被靳缴械）。

己、国民政府署外交部长陈友仁宣布，十月十日以前结束杯葛（

省港罢工）手续。

９﹐１８（八，一二）

甲、革命军第六、第三军克江西高安，消灭杨云东旅残部。

乙、蒋总司令电令邓演达与孙传芳代表蒋尊簋、陈其采等接洽。

丙、湖北交涉员照会各国领事，请各国军舰即行下驶，勿在武汉战区附近停泊，并要求禁止

船只自下午六时至上午六时间驶经武昌、汉口、汉阳（各国拒绝）

。

丁、蒋总司令再电张人杰、谭延闿，促中央委员、政府委员北来主持武汉政务。

戊、国民三军旧部庞炳勋、梁寿恺等响应革命军，与田维勤军战于信阳。驻郾城之任应岐师

（樊锺秀旧部）劫吴佩孚军火，焚其车。

己、冯玉祥发表回国宣言。

庚、河南周家口又为匪所陷，枪杀焚烧损失极大。

９﹐１９（八，一三）

甲、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杨源浚及第一师王柏龄部袭占南昌，学生工人应之。

乙、蒋总司令到江西萍乡，第二军克清江，邓如琢部退樟树镇。

丙、蒋总司令电覆褚辅成，如孙传芳军退出江西，党军决不进攻。

丁、美炮舰 Piglon 过汉阳，与革命军冲突。

戊、北京内阁总理杜锡珪、财政总长顾维钧因秋节军警索饷，被宪兵司令王琦围困两昼夜，

得七十五万元始解围。

９﹐２０（八，一四）

甲、英公使答复北京外交部万县事件照会，谓责任全在杨森强扣英轮运兵。

乙、北京内阁总理杜锡珪电各军领袖辞职，即不到院。

丙、吴佩孚在郑州召靳云鹗、寇英杰等会议攻守，并调和靳、寇之争，无效。

丁、周荫人于龙岩设第四方面军总司令部，决定三路攻潮梅，右翼李凤翔师孙云峰旅，中路

刘俊李宝珩旅，左翼张毅师。



- 501 -

戊、孙传芳代表门致中到广州求和。

９﹐２１（八，一五）

甲、南浔铁路孙传芳军、卢香亭、郑俊彦及樟树镇邓如琢军向南昌反攻，革命军失利，第一

师擅自撤退，邓如琢军夺回南昌，大杀学生工人（第一次南昌之役）。

乙、蒋总司令电第七军李宗仁部速自大冶进向九江，并与该处驻军斯烈旅（周凤岐部）联络。

丙、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占江西安福，第二军第五师占泰和。

丁、革命军第四军第三次攻击武昌，仍不得手。

戊、孙传芳代表杨文恺到济南与张宗昌、张学良等商援吴佩孚事。

己、上海时事新报（属研究系）社论谓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无建设能力。

庚、北京外交部总长蔡廷干因万县事件提出辞职，杨森电告所扣英轮已释放。

９﹐２２（八，一六）

甲、孙传芳因江西战事紧急，自南京到九江指挥（孙部到赣者约六万，时蒋方震为孙策划，

谋联络唐生智）。

乙、蒋总司令电令朱培德、程潜、鲁涤平乘孙传芳气馁，猛攻取胜。

丙、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自南昌脱险，第一师及第十七师之一部陷敌。

丁、张宗昌之直鲁军准备入豫助吴佩孚，吴拒绝。

９﹐２３（八，一七）

甲、国民政府决定自动取消封锁港粤政策，恢复省港交通，先一日由中央党部工人部长陈树

人向罢工委员会宣布，本日由外交部长陈友仁函告广州英领事声明停止排英，省港罢工解决，

惟海关进出口货附加税一事及取消罢工条件仍待继续交涉。

乙、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军（黔军）彭汉章、王天培及贺龙师，与鄂西吴佩孚系之卢金山、于

学忠、王都庆军激战，旅长贺敦武阵亡，卒败之，卢等纷退宜昌沙市。

丙、中国国民党国民联军特别党部在五原成立。

丁、蒋总司令抵江西袁州。

９﹐２４（八，一八）

甲、国民政府令撤消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恢复省港交通。

乙、中国代表在国际联盟会议席上提出万县惨案。

丙、革命军第六军程潜自南昌渡过赣江，所部向万寿宫集结。

丁、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谭道源及第十四军赖世璜占江西吉安，击破赣军蒋镇臣师。第二军

第六师占峡江。

９﹐２５（八，一九）

甲、奉军第三、第四方面军团长张学良韩麟春委第十军军长于珍接收吴佩孚系王怀庆之北京

卫戍司令部（王已先期离去），奉军确实占领北京。

乙、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之十三分行奉巴黎总行电令，一律停业清理（内有中国资本五百万

两，且与中国有存放关税款项及发行钞票关系）。

丙、北京军警搜捕各大学学生，枪决十人。

９﹐２６（八，二○）

甲、英国劳工总会宣言反对英国干涉中国内政，英舰炮击万县。

乙、孙传芳军马登瀛旅在湖北黄石港登岸向大冶进展，其第五方面军陈调元王普部亦由武穴

向黄州前进，驻阳新之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部不加抵抗，折往赣北。

丙、蒋总司令进驻江西新喻，第十四军占吉水。

９﹐２７（八，二一）

甲、齐燮元奉吴佩孚令往北京，要求奉军勿入河南，并暂缓接收保定大名（但直鲁联军已向

保、大开驻，迫吴军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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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曹锟自保定到郑州，调停吴佩孚靳云鹗之争无效（寻赴开封暂住）。

丙、中国国民党国民联军代表大会开幕（９﹐２９闭幕）。

９﹐２８（八，二二）吴佩孚以齐燮元、彭寿莘为军团长，王为蔚、王维城、田维勤、魏益

三等为军长。

９﹐２９（八，二三）

甲、比使致北京外交部备忘录不承认九月二日之临时办法。

乙、冯玉祥率国民联军自五原向宁夏出动，决定援陕西（初拟入山西）。

丙、蒋中正接汪兆铭书，辩明前事无嫌，即复之。

９﹐３０（八，二四）

甲、北京政府派王宠惠督办中国境内道胜银行清理事宜，法顾问宝道为会办。

乙、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甘乃光与省港罢工委员会协议变更罢工政策，以全国民众新的排英

运动代旧式封锁政策，实行附加税以津贴工人，罢工纠察队仍存在。

丙、革命军第七军（胡宗铎、夏威、李明瑞旅）

围歼孙传芳军精锐第四师谢鸿勋于赣北武宁附近之箬溪，毙其旅长庞广荫，谢重伤（

后死于上海）。

丁、蒋中正总司令到江西清江。

戊、唐生智、邓演达电蒋总司令，孙传芳要求十月三日停战。

己、孙军第二方面军郑俊彦，进攻南昌奉新间第三军之招山白仙岭等阵地，发生激战，第一

军第一师自奉新后退。

庚、冯玉祥接受国民党国民联军特别党部授予之党旗。

辛、吴佩孚在郑州召集军事会议，谋向湖北反攻（所部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不受命）。

１０﹐１（八，二五）

甲、蒋总司令进向高安（１０﹐２到达，１０﹐３抵奉新）指挥南路，猛攻南昌，白崇禧参

谋长指挥北路由武宁再袭德安，谋摧破孙军主力。

乙、孙传芳调鄂东陈调元、王普、马登瀛部向赣北出动，拟截断革命军后路。

丙、武昌刘玉春谋突围接应黄石港之孙传芳军，被击回（革命军独立团叶挺部亦颇有损失）。

丁、北京内阁改组，顾维钧继杜锡珪代理国务总理并兼外交总长。

１０﹐２（八，二六）

甲、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大破郑俊彦军彭德铨、杨赓和、李彦清、王良田四旅于南昌附近之

万寿宫。

乙、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张辉瓒，第一军第二师刘峙占江西新淦，败唐福山（赣军）、陈修

爵（粤军）

、杨池生（滇军）。

丙、张宗昌部之直隶保安总司令褚玉璞赴保定，实行接收保定大名，吴佩孚系人员均被迫走。

丁、驻外十三国公使汪荣宝等通电主和。

１０﹐３（八，二七）

甲、革命军第七军胡宗铎、夏威、李明瑞等旅与孙传芳军第三方面军卢香亭师、颜景宗、李

俊义、段承泽等旅激战于德安附近，双方各死伤千余人（革命军团长陆受祺阵亡），革命军

卒占德安，截断南昌九江间之交通。

乙、蒋中正到江西奉新，惩处第一师将领（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长王柏龄撤职，团长孙某

处死刑）。

丙、孙传芳因战事失利电上海全浙公会表示愿与党军停战言和。

丁、蒋中正再电汪兆铭销假回国共荷艰巨，并请张人杰、李煜瀛往劝。

戊、共产党计划联络张宗昌，使其助孙传芳抗蒋中正（李大钊派杨度与张宗昌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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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因汉口商会调停，武昌开始放难民出城。

１０﹐４（八，二八）

甲、浙沪代表蒋尊簋等电蒋中正运动和平。

乙、孙传芳军全部自鄂东退往赣北。

丙、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刘峙占江西永泰。

丁、邓如琢以战败离职。

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学生毕业（共二千二百余人）。

１０﹐５（八，二九）

甲、攻占江西德安之革命军第七军因卢香亭、颜景宗之反攻及陈调元部刘凤图毕化东两旅在

瑞昌之胁迫，自德安退箬溪，孙传芳升任颜景宗为第六方面军总司令。

乙、革命军总参谋长白崇禧指挥第二军鲁涤平第一军刘峙师占领江西樟树镇（翌日进占丰

城）。

丙、蒋总司令电唐生智，须孙传芳先允撤兵，方可停战。

丁、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英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

１０﹐６（八，三○）

甲、革命军对江西孙传芳军再度总攻击，第三军（朱培德）攻牛行（孙军为郑俊彦），第六

军（程潜）

第一师（王俊）攻永修涂家埠（孙军为卢香亭），第七军（李宗仁）攻德安（孙军为颜景宗），

第二军（鲁涤平）第二师（刘峙）围攻南昌（孙军为唐福山、岳思寅等），第十四军（赖世

璜）出抚州（孙军为蒋镇臣）截击敌军东窜，蒋总司令在高安督师。

乙、孙传芳以郑俊彦继邓如琢为江西总司令。

１０﹐７（九，一）

甲、革命军第六军程潜及第一军第一师王俊占永修。因第七军已退出德安，遂转至白槎、林

马附近，谋与第七军联络。

乙、武昌陈嘉谟、刘玉春派员与革命军商开城条件（寻又中变）。

１０﹐８（九，二）

甲、革命军第七军歼灭自瑞昌来袭之陈调元部刘凤图、毕化东两旅于王家铺，第三军败郑俊

彦于牛行，第二军向南昌围攻。

乙、镇守潮梅之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因闽军周荫人之压迫，决先发制人，下令进攻，以

独立第四师（张贞）在饶平守势，御闽军张毅师，何自率第三师（谭曙卿）第十四师（冯轶

裴）进攻永定击周荫人之主力。驻蕉岭闽军第二师旅长曹万顺、杜起云响应革命军，受任为

第十七军长、副军长。

丙、武昌城内守军河南第三师长吴俊卿部团长贺对庭与革命军商定开城投降办法。

丁、冯玉祥自五原到包头检阅石友三及韩复矩军，同时命方振武率第一路军自五原出发，会

合在甘之孙良诚军援陕。并以郑金声为东路总指挥，防晋军追击。

１０﹐９（九，三）

甲、周荫人、卢香亭、陈调元、郑俊彦、陈仪、周凤岐复汪荣宝等十三公使电，赞成停止战

争，召集国民会议（一作１０﹐７）。

乙、张宗昌在山东征【讨赤特捐】一千五百万元。

１０﹐１０（九，四）

甲、武昌守军贺对庭团内应，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入城，俘刘玉春、陈嘉谟，武昌克复。

乙、革命军第一军何应钦部第三师谭曙卿攻克福建永定，俘获无算，周荫人越城遁走。第十

四师冯轶裴亦破闽军刘云峰旅于芦下坝。

丙、蒋总司令发表政纲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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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广州香港间交通恢复，罢工委员会撤消。

戊、湖北共产党发表告党员书，现暂利用新军阀，打倒旧军阀，对新军阀应切实督责，如反

抗，即予痛快解决，自图新生命。

己、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会员约五十万，纠察队三千人）。

１０﹐１１（九，五）

甲、国民政府实行征收海关附加税。

乙、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及第二军第二次围攻南昌，缘梯登城，死伤枕藉，孙传芳军岳思寅、

唐福山、张凤岐等师（均赣军）闭城固守，并纵火烧近城房舍，革命军第三军与郑俊彦仍在

南昌西南激战（

革命军计划泄漏）。

丙、革命军第十四师冯轶裴占领梅县峰市。

丁、孙传芳覆汪荣宝等十三公使电，称如南军休战即行撤兵，由国民会议解决时局。

戊、北京政客军人运动推张作霖为总统。

１０﹐１２（九，六）

甲、蒋总司令到南昌南门外，革命军继续围攻，阵亡团长三人（

第二师失利）。

乙、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及第一军王俊，败陈调元部刘凤图、毕化东旅于箬溪北之王家铺（第

七军团长吕演新战殁）。

丙、革命军第十四军党代表熊式辉占江西崇仁宜黄（１０﹐１５占南城）。

丁、北京政府以潘复为财政总长，汤尔和为内务总长。

１０﹐１３（九，七）

甲、蒋总司令下令撤南昌围，令第一军第二师转往赣江西岸奉新，第二军转往抚州，协同第

十四军消灭抚州孙军（是为第二次南昌之役。时盛传蒋中正重伤殒命，革命军即利用此谣言

暂行停战，急调援军补充，孙传芳亦赴武穴查防，促陈调元王普向武汉进攻）。

乙、革命军第一军何应钦指挥第三（谭曙卿）、第十四（冯轶裴）两师，大破周荫人军中路

刘俊、李宝珩于梅县松口，李被擒（刘俊于１０﹐１７被击毙。因此一战而福建已大定）。

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策划与张宗昌妥协，说以迅速攻取江苏安徽两省，免为奉军先占（在

北京之李煜瀛、易培基等与张谈判，并由杨度说动张氏）。

、蒋尊簋在汉所订和平条件（张蒋于月前偕孙之代表葛敬恩徐培根赴汉商和平）。 丁、

孙传芳覆东南和平运动联合会，电责革命军未遵议和代表张一

戊、浙江自治会同志会沈钧儒等通电呼吁和平，主南北两军均退出江西，赣政还诸赣人。

１０﹐１４（九，八）

甲、驻南京常州一带浙军周凤岐部因受反孙传芳之全浙公会褚辅成等之运动，开回浙江（一

部被孙军孟昭月旅缴械）。

乙、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张贞，败闽军张毅师，占龙安平和。

丙、四川杨森受孙传芳之邀，率军入鄂西（杨持观望态度）。

１０﹐１５（九，九）

甲、国民政府发布讨孙传芳宣言。

乙、中国国民党召集中央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海外总支部代表在广州开联席会议，以应

付时局需要（共产党所操纵），出席者八十人，谭延闿、徐谦、张人杰、宋庆龄、吴玉章为

主席团。

丙、蒋中正任命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并调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来江西）。

丁、西山会议派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各团体书促组织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以产生国民会议。

戊、孙传芳运输军械士兵之【江永】轮在九江被人放火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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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浙江省长夏超宣布与孙传芳脱离关系，响应革命军（李煜瀛、马叙伦等策动）。

庚、全浙公会褚辅成等分电孙传芳、蒋中正即日停战，并电浙军师长陈仪、周凤岐率部回省。

辛、吴佩孚驳汪荣宝等十三公使和平电，态度倔强，主彻底讨赤，反对国民会议。

壬、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告英大使，不赞成干涉北伐军。

１０﹐１６（九，一○）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各特别区市、海外总支部联席会议通过国民政府暂不北迁。

乙、蒋总司令电谭延闿、张人杰，催奉天从速对南京出兵（先是广州奉天之间已屡有接洽），

又电调武汉之第四军入赣。

丙、夏超之浙江保安队向松江出动，上海孙传芳军第十三团王雅之前往抵抗，并拆毁铁路。

丁、围攻南昌之革命军撤退（是日嘉伦拟订第三次进攻计划）。

戊、北京外交总长顾维钧与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商谈改订１８９６﹐１０﹐２０中日通商行船

条约。

１０﹐１７（九，一一）

甲、夏超电国民政府报告已就第十八军军长职兼管浙江民政，并荐马叙伦、蔡元培等十三人

为政务委员会委员。

乙、蒋中正电国民党联席会议，请汪兆铭复出。

丙、吴佩孚电北京政府请促各国代表早日重开关税会议否则即宣告自主。

丁、戴传贤就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

１０﹐１８（九，一二）

甲、中国国民党联席会议通过国民政府发展问题案，并请汪兆铭销假，推何香凝、彭泽民、

张曙时、褚民谊等为迎汪代表，即发迎汪电。

乙、浙江事变因在徐州之浙军陈仪及在九江之周凤岐不表示参加，夏超即电孙传芳之淞沪商

埠督办丁文江解释，并将松江之保安队撤退嘉兴。

丙、蒋总司令任刘骥为河南招抚使（联络豫陕）

。

１０﹐１９（九，一三）

甲、蒋总司令颁肃清江西孙传芳计划（决以全力击破南浔线之敌）。

乙、中国国民党联席会议通过以发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国民会议之预备方法。

丙、北京公使团讨论向北京政府否认广东政府征受出入口税附加税及直鲁闽赣等省征收一切

特捐，因意见不一致，无结果。

１０﹐２０（九，一四）

甲、中国国民党联席会议通过省县市政府及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各案：（一）省

政府为委员制，由七人至十一人（分兼厅与不兼厅）组织之，由国民政府指定一人为主席，

设民政、财政、建设、军事、司法、教育各厅，于必要时得设农工、土地、公益等厅。（二）

县市政府亦委员制，委员由省政府任命并指定一人为委员长，分掌教育、公安、公路、财政

各局。特别市组织另定之。（三）省民、县民、乡民会议用职业选举法选举代表，其性质及

组织由省党部起草，呈中央党部决定。

乙、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日换文之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今日期满，北京外交部根据该约第二

十六条照会日使要求修正全约，请速开谈判，俾于六个月内订成，如新约于六个月内不成，

中国政府保留宣布对旧约表示态度之权利。

丙、革命军第十四军败赣军刘宝题等，攻克抚州，师长易简阵亡。

丁、第四军第十师（副师长蒋光鼐率领）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自武汉调江西作战（为不

令唐生智控制武昌，邓演达从俄顾问铁罗尼之议第四军乙部及陈铭枢仍留武汉）。

戊、孙传芳免夏超职，以驻徐州之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继任浙江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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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１（九，一五）

甲、中国国民党联席会议通过省政府与国民政府之关系，省党部与省政府之关系，及从速成

立湖北省政府各案。

乙、孙传芳部第八师旅长宋梅村败夏超军于嘉兴。

丙、冯玉祥部国民联军援陕前锋抵平凉。

丁、新任智利公使韦古纳向北京政府递国书。

１０﹐２２（九，一六）

甲、中国国民党联席会通过国民党最近政纲案。

乙、蒋中正再电广州联席会议，主将中央党部或国民政府移鄂。

丙、蒋总司令接见孙传芳之代表葛敬恩。

丁、夏超战败，自杭州出走，为部下所杀（一说被俘后处死），孙传芳即占领杭州。

戊、革命军第二军张辉瓒谭道源师克江西进贤（一作１０﹐２７）。

己、奉天当局通告各领事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所规定之中外货物免税重征专照，现因

商务发达已不通用，自十一月一日起，凡运往非商埠地方货物，概不得再用此项专照。

１０﹐２３（九，一七）

甲、蒋总司令电广州对孙传芳媾和，须使浙江加入国民政府范围或中立，允孙在江皖以为缓

冲（是日蒋接见孙之代表葛敬恩提示四条件，葛并代陈仪接洽）。

乙、蒋总司令任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

丙、国民党联席会议续议最近政纲。

丁、比使致北京外交部备忘录对临时办法之订立，提出三项要求，外交部当即答复，亦提出

修正草案三条。

１０﹐２４（九，一八）

甲、国民党及共产党人在上海策动罢工，响应北伐军，被驻军压平。

乙、东路革命军第一军何应钦部克福建漳州，周荫人退往延平。

１０﹐２５（九，一九）

甲、奉天日领事以奉票低落，金融紊乱，日侨受损，向张作霖提出警告（一）绝对保境安民

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二）撤废官定之金融价格，听自然趋势，（三）准中日商民自由交换金

银票券。

乙、苏俄代理公使齐尔内赫到奉天与张作霖晤，未谈中俄交涉。

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自江西回武昌，宣布蒋中正并未受伤。

１０﹐２６（九，二○）

甲、张作霖因昨日日领之警告，派员向日领事解释关内用兵不得已之苦衷。

乙、布哈林在苏俄全联邦共产党大会讲演国际政策，注重中国革命。

丙、比使华洛思致外交部备忘录，对于明日期满之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日条约提出临时办法

二条；外交部加以修正，定于六个月内订定新约，如六个月内新约未订，缔约各方对本协定

有自由重加考虑之权利。

丁、援陕国民联军孙良诚部占领咸阳。

戊、国民党联席会议通过宣言内容，最近外交政策，党员服兵役法案并修正党代表条例。

１０﹐２７（九，二一）

甲、蒋总司令以李宗仁为左翼指挥官（统第四、第七军及独立第二师）进攻德安 家埠。朱

培德为右翼军指挥官（统第三、第二、第十四军），以左纵队（第三军）之一部牵制牛行敌

之主力，另一部由蛟桥攻其右后，以右纵队（第二、第十四军）之一部向东乡追击，另以主

力向邓家埠、谢家埠之线进迫南昌。程潜为中央军指挥官（统第六军）进攻乐化，并向 家

埠夹击，刘峙为总预备队指挥官（统第一军第一第二师及炮兵团航空队），随中央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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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队轰炸牛行 家埠（第三次对江西总攻击令）。

乙、中国国民党联席会议通过全国人民团体联合会纲领案，并发表对全国人民宣言，说明军

阀及帝国主义趋于崩溃，民众所受之痛苦，国民党将以全力保障人民之一切自由，及扶助民

众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统一的廉洁的政府，解除人民痛苦，

使进于福利之道。

丙、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日签字，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换文之中比和好通商行船条约

本日期满，比京华侨举行废约示威游行，比警干涉辱我国旗，并拘捕击伤多人。又比使致外

交部备忘录，不同意外交部修正之临时办法，主将过渡办法有效期限延长至新约成立为止。

丁、苏俄代办齐尔内赫到北京。

１０﹐２８（九，二二）

甲、中国国民党联席会议通过（一）增加中央党部经费及以各省原有之省议会经费拨为省党

部经费。（二）民团团防或保卫团须由乡民大会产出，以剿匪为唯一责任。（三）肃清西山会

议及孙文主义学会毫无觉悟表示之份子。（四）电蒋总司令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

五）派何香凝等五人为代表迎汪兆铭出任国事。（六）召集国民会议。又议决联席会议之权

仅亚于全国代表大会而高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监察委员王宠惠受北京政府任

命，应予取消党籍。即闭会。

乙、蒋尊簋自南昌到高安，晤蒋中正，为孙传芳说和，蒋令先定撤兵日期（孙仍欲保持其五

省总司令名义）。

丙、孙宝琦、徐绍桢等通电劝各捐成见，立止战争，开国民会议共定国是。

丁、北京外交总长顾维钧致比使备忘录，不承认昨日比使之要求。惟六个月期满经双方之同

意，临时办法得延长之，但经任何一方面之三个月预先通知，得废止之。

１０﹐２９（九，二三）

甲、江西革命军均遵照总攻击令出动。

乙、东路革命军第十四、第十七军占福建汀州，第一军占漳浦。

丙、孙传芳等请北京政府废止中比商约。

１０﹐３０（九，二四）

甲、蒋总司令训令各军将士，此次总攻击务将孙传芳之势力迅速扑灭，时局方得转捩，革命

乃可成功，并对第一军特别训诰。

乙、革命军总政治部首席顾问俄人铁罗尼电告鲍罗廷，谓唐生智极力与俄人及中共接近，谋

取蒋介石而代之，且不愿对孙传芳作战，希望蒋为孙所败，进而与孙联合。现孙之败势已定，

唐部昨日始沿江北岸出动。

孙之代表仍留唐处。

丙、上海总商会请宣布比约失效，在新约未成立前，断绝外交关系，撤回驻比公使（全国商

联会亦有相似之表示）。

丁、北京外交部因比国驱逐运动废约之华侨九人出境，向比使抗议。

戊、奉天领事团向奉天省长莫德惠抗议撤消免重征专照事件。

１０﹐３１（九，二五）

甲、孙传芳自南昌回九江，所乘专车在德安为革命军飞机所袭击。

乙、革命军总政治部俄顾问铁罗尼致书鲍罗廷，商利用唐生智事。

丙、比使对修约交涉，以等候比政府训令为词，一意延宕（法国助比）。

１１﹐１（九，二六）陈仪自徐州到杭州，就浙江省长职。

１１﹐２（九，二七）

甲、江西革命军开始第三次之总攻击，第七军二次占德安，破孙传芳之第六方面军颜景宗。

第四军获胜于马回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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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北京外交部向英使提出万县事件二次抗议，驳九月二十日英使节略所述之事实。

１１﹐３（九，二八）

甲、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耀组）及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占领九江南之马回岭，击溃

马登瀛旅。

第三军占蛟桥，第六军占芦坑（１０﹐１６张发奎因与友军发生争执，离九江返武汉）。

乙、北京公使团领袖荷使向北京外交部抗议广州山东及其它地方官吏征收洋货附税，谓系违

反条约，又训令广州济南领事团分别向各该地当局提出抗议。

１１﹐４（九，二九）

甲、革命军第四、第七两军（白崇禧指挥）破孙传芳军于九仙岭，独立第二师贺耀组自马回

岭袭攻九江，血战于赛（晒）湖桥，当将九江占领，守军周凤岐退走，孙传芳西去武穴（旋

又折回东下）。第六军占乐化。

乙、蒋总司令任命李燊（黔军）为暂编第七军军长。

丙、北京外交部照会比使如不即答复承认中国政府之最后提案（

十月二十八日）中国政府即正式宣告对于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日之中比条约之态度。

１１﹐５（一○，一）

甲、革命军第六军占领 家埠，合自德安前来之第七军（由白崇禧指挥），大破卢香亭全部，

卢仅以身免。

乙、比使面向顾维钧递备忘录，不容纳中国之建议取消从前之谈判，对于一八六五年条约第

四十六条解释上之法律问题，仍提出于海牙国际常设法庭审理。

丙、广州领事团奉北京领袖公使命令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递交否认新税声明书。

１１﹐６（一○，二）

甲、白崇禧督第七军夏威、陶钧旅歼灭卢香亭部于吴城镇，毙其旅长刘士林，第二军亦将蒋

镇臣部六千余人缴械。

乙、北京政府宣布一八六五年之中比条约失效，即照会比使，比使答复请以后与比政府直接

交涉。

丙、法使通告北京外交部，中法越南边境通商条约期满，法政府准备在两个月内开始谈判，

三个月内完成新约。

丁、广州罢工委员会办公处全部被焚。

１１﹐７（一○，三）

甲、蒋中正总司令到南昌车站，第一师（王俊）

攻占南昌、牛行，孙军残部自南昌东走。

乙、革命军贺耀组师占湖口。

丙、孙传芳抵南京，宣布五省戒严。

丁、蒋中正电贺苏俄革命第九周年纪念，盼共同奋斗，完成世界革命（时邵力子驻莫斯科）。

戊、济南青岛日领事与山东当局交涉货物税事，张宗昌让步。

１１﹐８（一○，四）

甲、革命军参谋长白崇禧率第七军（陶钧旅），第二军（戴岳师），第三军（朱世贤师）之各

一部，追击南昌败兵至滁槎、马口圩，擒郑俊彦部旅长李彦青、王良田、杨赓和等，俘一万

五千人（后王杨被枪决），同时第一军悉缴赣军枪械，擒师长唐福山、岳思寅、张凤岐等，

在江西之孙传芳军完全消灭。

乙、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退还本月五日广州领事团（领袖领事为葡萄牙之 DaHorta）之

声明书，否认北京领袖公使之存在，以其无法律根据且与国民政府地位有碍。各国代表如了

解国民政府之地位，则愿与商谈海关新税及其它问题。

丙、革命军入南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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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革命军第一军冯轶裴师占漳州，闽军张毅退泉州。

戊、武穴一带之皖军因孙传芳战败，向安徽撤退（王普、陈调元均先后回安庆）。

己、北京外交部发表中比修约交涉文件二十种，比使亦发出声明。

１１﹐９（一○，五）

甲、顾维钧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表示辞职。

乙、蒋总司令进驻南昌。

丙、国民联军第十师刘汝明部自宁夏抵平凉，进援陕西。

丁、北京阁议决定修改明年五月十日期满（十年）之西班牙商约。

戊、北京政府派王宠惠为海牙公断院公断员。

己、北京教育部公布国语统一筹备会所定国音罗马字母拼音法。

１１﹐１０（一○，六）

甲、国民政府任孙科为交通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徐为冯玉祥之代表，鲍罗廷谋透过徐氏

以拉拢冯玉祥）。

乙、日人藤村、池田到南昌见蒋中正，请派员往日本聘问。

丙、英国国会工党议员质问政府，可否承认国民政府。

丁、日本公使馆覆１０﹐２０北京外交部修约照会，对１８９６年条约第二十六条之解释不

同意，仅允改订税率及条约中之通商条款，愿以同情考虑中国之希望，不承认六个月之限期。

戊、明年五月十日西班牙商约期满，北京外交部照会西使，希望在期满前重订新约，西使亦

赴外交部交换修约意见。

己、张作霖自奉天到天津。

庚、张宗昌在济南召集军事会议，即令所部准备南下，援孙传芳。

１１﹐１１（一○，七）

甲、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议决政府北迁武汉。

乙、蒋中正接粤电，知军校学生为人利用，欲推倒校长。

丙、蒋中正自南昌到九江，晤自武汉来之唐生智、邓演达，委朱培德、程潜分任南昌九江警

备事宜。

丁、比使答复北京外交部反对中国宣布比约失效，声明在未经海牙国际法庭审理以前，仍认

旧约有效。

１１﹐１２（一○，八）

甲、广东省政府依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议案改组，孙科、陈树人、李济琛、宋子文、甘乃光任

常务委员，孙兼主席。

乙、蒋中正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名义委朱培德为江西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

丙、美使马慕瑞与日使芳泽重商中日美无线电问题。

１１﹐１３（一○，九）比使通知北京外交部，比政府决将中比商约第四十六条提交海牙国

际法庭，请中国协商提交手续，如一星期后中国不答复，比即单独进行。

１１﹐１４（一○，一○）

甲、董康、蔡元培、褚辅成、许世英等在上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主张三省为民治区域，

一切军政民政由人民推举委员处理，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并由人民推举代表向广州及奉鲁方

面运动和平。

乙、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张宗昌、吴俊升等会议军事政治，孙传芳之代表杨文恺亦参与。

丙、张作霖再借日金五百万元（已借一千八百万）建筑吉敦铁路。

１１﹐１５（一○，一一）

甲、张作霖之天津军事会议决定：（一）对南军事先征吴佩孚、孙传芳意见，（二）奉军向河

南出动，由韩麟春主持，直鲁军向苏皖出动，由褚玉璞主持，（三）对冯玉祥军由察热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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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合晋军办理，（四）北京政局暂不变动。

乙、蒋中正通电促各省人民自决，驱逐残余军阀，组织各省省政府与国民会议预备会。

丙、援陕国民联军孙良诚、方振武连败刘镇华军，占领咸阳等地，吴佩孚电刘坚守潼关，并

电阎锡山往援。

丁、武长铁路工人因欠薪罢工（武汉工潮亦多）

。

１１﹐１６（一○，一二）

甲、鲍罗廷偕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中

央党部宣传部长顾孟余）及宋庆龄等由广州启程北上（１０﹐３０总政治部俄顾问铁罗尼曾

促鲍北来）。

乙、广州中央政治会议推李烈钧、戴传贤为委员，并促戴及李煜瀛、易培基即日赴日本。

丙、福建革命军占同安，张毅退泉州。

丁、北京外交部与比使备忘录，现在争点不在条文之法律解释，而在平等原则之适用于中比

之关系，主提交国际联盟。

１１﹐１７（一○，一三）

甲、蒋总司令复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欲求和平统一独立自由，舍革命军与三民主义外无他途。

乙、蒋总司令自九江到南昌。

丙、援陕之国民联军刘汝明、马鸿逵陆续入陕西，进向西安。

丁、孙传芳委蒋方震办理军事速成学校，练新战术。

戊、北京外交部电朱兆莘令将中比条约交涉全案提出国际联盟大会。

１１﹐１８（一○，一四）孙传芳秘密到天津向张作霖、张宗昌乞援。

１１﹐１９（一○，一五）

甲、蒋总司令在南昌对自由西报记者谈话，非不平等条约完全取消，革命决不终止，所有过

去约章均不承认，革命不仅以推倒中国境内之帝国主义为目的，并以获得其它国内同样结果

为目的。

乙、蒋总司令电张人杰、谭延闿，请将中央党部与政府速迁武昌。

丙、蒋总司令筹定闽浙鄂西计划。

丁、第四军第十、第十二师自江西奉命调回武汉。

戊、江西农民协会筹备会成立于南昌。

己、卢香亭、陈调元、陈仪、白宝山等在南京会议，不赞成直鲁军南下。

庚、英外相张伯伦电英公使蓝浦生，准备承认革命军政府。

１１﹐２０（一○，一六）

甲、蒋总司令电询邵力子与苏俄所商事结果并促事毕速回。

乙、汪兆铭自法国到柏林（原拟回国，因病暂留）。

丙、国民联军中之苏俄代表在宁夏附近向莫斯科报告该军状况。

丁、张作霖、孙传芳等天津军事会议，孙表示完全服从张作霖，同时吴佩孚亦在郑州召集军

事会议。

戊、江苏省当局委徐维震为上海临时法院筹备主任。

１１﹐２１（一○，一七）

甲、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派方声涛到广州接洽。

乙、东路革命军第一军占泉州（晋江）。

丙、蒋中正电斥黄埔同学会代表团，开除其会籍。

丁、董康反对直鲁军南下，张宗昌、孙传芳下令通缉。

１１﹐２２（一○，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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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干部大会在莫斯科开会，议长布哈林表示以全共产国际之名及全世

界劳工阶级之名援助中国革命并由大会发表宣言，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及蒋中正代表邵力

子出席。

乙、蒋中正函约黄郛南来（时黄在天津）。

丙、张宗昌回济南，即下动员令南下，以第七军许琨部由津浦路南下，第八军毕庶澄由海道

赴沪。

丁、张作霖拟以王士珍代顾维钧摄阁，王谢绝。

戊、招商局董事电各方，请于二十七日以前放还被扣轮船，否则即宣告全部停航。

１１﹐２３（一○，一九）

甲、上海苏浙皖联合会组织军事外交委员会，宣布孙传芳与三省无关，反对奉鲁军南下，促

三省人民及团体速成立正式民治政府之组织。

乙、国民联军援陕总指挥孙良诚、方振武等占领咸阳，分三路进攻西安（孙中路，方左路，

马鸿逵右路）。

丙、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与第四军师长张发奎，自武汉乘飞机回广州，促国民政府速

迁。

１１﹐２４（一○，二○）

甲、蒋总司令接蒋尊簋电，为孙传芳乞和（共同反奉，周荫人退出福建，浙江不驻北兵）。

乙、驻徐州之浙军第一师陈仪部开回浙江，第三师周凤岐部亦自江西东退。

丙、冯玉祥自绥远五原率韩复矩、冯治安诸军进向宁夏。

丁、鹿锺麟率参观团自五原赴苏俄（取道库伦，１９２７﹐３﹐１９离莫斯科回国）。

１１﹐２５（一○，二一）

甲、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捕国民党人员十四人（１１﹐２３），本日引渡于奉军（内有共产党

江浩之子镇寰）。

乙、北京政府公布修正无领事裁判权国人民民刑诉讼章程八条。

丙、北京财政部总长潘复拟发军用票，并进行借款，英美法日四使反对以关余指借债款（海

军总长杜锡珪亦在阁议反对）。

丁、张宗昌新发军用票一千万元准备在苏皖行使。

戊、蒋总司令电广州，催筹三十五万元汇沪以坚海军来归之心（

由上海钮永建接洽）。

１１﹐２６（一○，二二）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议决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截至本月三十日

止不再开议，停止收发文件。

乙、蒋总司令改任陈可钰为第四军副党代表，升张发奎为副军长。

丙、蒋总司令电浙江省长陈仪表示默契（时陈其采到南昌晤蒋，陈亦有电致蒋）。

丁、上海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反对张宗昌之渤海舰队南下，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率舰赴闽。

戊、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在第三国际第七次干部扩大会议上演说中国革命问题。

己、张宗昌之直鲁军许琨部开抵浦口。

庚、汉口英侨请英外部加派军舰前来。

１１﹐２７（一○，二三）

甲、国民军第一军孙良诚、方振武、刘汝明及国民二、三联军于右任部（苏俄顾问谢福林偕

行）击破围攻西安之刘镇华军，刘军溃退潼关，西安围解（被围七月，人民饿死极多）。

乙、蒋中正总司令委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川康绥抚委员，刘湘为主席兼第二十

一军军长，赖心辉为二十二军长，刘成勋为二十三军长，刘文辉为二十四军长。又以范石生

为第十六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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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蒋总司令电蒋尊簋质询孙传芳能否拒奉？浙江淞沪中立，能否到底？如与革命军合作有

何表示为证？

丁、张作霖、杨宇霆因吴佩孚、阎锡山不赞同天津会议之决议案及东南将领之反对，改变积

极南下政策。

戊、江西省政务委员会成立，主席陈公博，未到，由姜济寰代理。

己、苏俄代理大使齐尔内赫到北京，即向顾维钧递到任国书。

１１﹐２８（一○，二四）

甲、顾维钧内阁阁员通电辞职（翌日，张作霖、吴佩孚覆电劝留）。

乙、冯玉祥自绥远五原抵宁夏。

丙、杨森在宜昌就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职，朱德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丁、汉口英水兵上岸，断绝英租界对外交通。

１１﹐２９（一○，二五）

甲、第三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专讨论中国问题，由邵力子、谭平山报告中国革命现状。决

定打击英帝国主义为中国革命之迫切目的（１２﹐１６闭会）。

乙、汉口工潮蔓延，英水兵登岸制止租界工人游行。

丙、上海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电请三省将领赞成民治，劝张作霖撤退南下鲁军并反对英日借款

（丁文江代孙传芳向英借款）。

丁、蒋总司令接见奉天代表杨仲恒等，诘其背约派兵南下。

１１﹐３０（一○，二六）

甲、第三国际决议指示中共特别注意军事工作，斯大林演说强调中国革命与无产阶级须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及青年工作之重要。

乙、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寇英杰、刘镇华等十六人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

令，统一指挥对革命军作战。

丙、广州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因北迁停止办公。

丁、蒋总司令任命陈铭枢为第十一军军长（原任方本仁以收编赣军未成辞职）。

戊、福建张毅之第一师退至福州附近为海军与留守福州之李生春军解决。

己、法权调查报告书公布。

庚、张作霖在天津宣布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以孙传芳、张宗昌为副总司令。

１２﹐１（一○，二七）

甲、新任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到上海，拟先往汉口视察决定对华外交方针，日本外务省亦派

条约局长佐分利贞男来国民政府统治地区视察。

乙、阎锡山之代表赵戴文到南昌见蒋中正，阎愿加入革命军。

丙、湖南全省农民代表会议及工人代表会议在长沙开幕（１２﹐２０毛泽东在会中发表演说，

１２﹐２８闭幕）。

丁、鲍罗廷及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司法部长徐

谦自广州抵南昌。

１２﹐２（一○，二八）

甲、国民政府电英国外交部抗议天津英租界当局拘捕国民党员十四人并引渡于奉军，倘被捕

诸人受害，英政府须负责任，即将来开释亦须赔偿损失。

乙、英外相张伯伦将对华政策建议案十六条电知北京英使馆。

丙、福州省防司令李生春与海军宣布服从国民政府，革命军第三军王均师入延平，周荫人退

至浙边。

１２﹐３（一○，二九）

甲、苏俄决定筑土西铁路（西伯利亚至塔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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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汉口工潮蔓延，总商会议决向劳资仲裁委员会要求四事：加薪须逐渐，工作时间沿旧，

店主有辞去员工之自由，待遇力求平允。并要求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工人加资不受第三者干涉，

严禁纠察队之横暴。如１２﹐６前无善后办法，将罢市自卫。

丙、革命军第八军及第十五军进攻鄂西卢金山、鄂北张联升，袁祖铭在辰州就革命军左翼总

指挥职，出兵夹击。

１２﹐４（一○，三○）

甲、蒋中正偕中央各委员到九江转庐山。

乙、孙传芳自天津回南京即就安国军副总司令职。

丙、吴佩孚与张作霖之代表张景惠、许兰洲会商，请奉军先驻京汉北段，必要时再入豫。

丁、刘镇华因国民联军之压迫，完全退出陕西，向阎锡山乞援。

１２﹐５（一一，一）

甲、新任英使蓝浦生自上海往汉口考察（英国国内对国民政府分赞同及反对二派）。英外部

电汉口英国总领事，为保护租界，可使用武力。

乙、革命军第一军自赣东向浙江出动，以王俊、白崇禧分任纵队指挥官，浙军周凤岐师自杭

州开往衢州。

１２﹐６（一一，二）

甲、张作霖宣言攻击蒋中正冯玉祥。

乙、吴佩孚决联奉反攻（惟豫南之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仍反对奉军入豫）。

丙、招商局因船只被扣未放，实行全部停航。

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处置工会纠纷办法，不许工会擅自封锁工厂，封闭商店及强取

什物。

１２﹐７（一一，三）

甲、蒋总司令与鲍罗廷、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在庐山会议（一）对安国军

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二）工运缓和，农运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之张本，蒋

复提议请汪兆铭速回任。

乙、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及中央党部妇女部长何香凝等离广州北上，取道江西赴武汉。

丙、广州市党部特别委员会推李济琛为常务委员，甘乃光、陈孚木、徐天深、廖冰筠、曾养

甫、黄旭升为宣传、工人、组织、妇女、青年、商民部长。

丁、鄂西卢金山因革命军之压迫，宣告解除长江上下游总司令职。

戊、北京外交部及江苏省当局承受上海工部局增设三董事案。

１２﹐８（一一，四）

甲、英使蓝浦生、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抵汉口（是日蓝浦生电英外部，主增派军舰来

上海）。

乙、张作霖任阎锡山为安国军副司令，并令奉军向平汉线出动，由韩麟春主持。

丙、东路革命军总指挥何应钦进入福州。

丁、广州汽车夫、银行员等相继罢工，政府设立罢工仲裁委员会以限制之。

１２﹐９（一一，五）

甲、革命军第一路指挥官王俊，第一师长薛岳入浙江衢州。杭州各界联合会分电蒋中正、孙

传芳，各将部队撤出浙境。

乙、鲍罗廷及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徐谦、宋庆龄等自江西到武汉。

丙、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规定凡劳资争议均须由该会作最后决定，厂主店东不得随意停业，

工人不得随意罢工。

１２﹐１０（一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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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北京公使团会议承认国民政府问题，决分别派员往武汉视察。

乙、英使蓝浦生晤陈友仁。

丙、福建张毅残部被海军及李生春军解决（张毅后被擒，枪决于汕头）。

１２﹐１１（一一，七）

甲、武汉民众举行欢迎中央委员及鲍罗廷大会并作反英运动。

乙、谭延闿率领国民政府中央党部第二批北上人员自广州出发。

丙、浙江第三师师长周凤岐在衢州就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职（

即移驻严州）。

丁、国民联军孙良诚、方振武部出潼关占阌乡，刘镇华军退守函谷关。

１２﹐１２（一一，八）

甲、中国国民党山西全省代表大会开会，国民党与共产党冲突。

乙、蒋总司令任命四川之邓锡侯为第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第二十九军军长。

１２﹐１３（一一，九）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议决，在政府党部未迁到前，组织中

央联席会议，徐谦任主席，叶楚伧任秘书长（由孙科、宋子文、柏文蔚、吴玉章、蒋作宾、

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唐生智、叶楚伧、于树德、邓演达、詹大悲、董用威（必武）、

鲍罗廷组成，实由鲍罗廷操纵）。

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在汉口举行。

丙、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使蓝浦生会晤（１２﹐１１）。

丁、蒋中正离庐山回南昌。

戊、浙江省长陈仪进行浙江自治。

己、天津北方金融实业家九十余人发起产业协会并联合南方金融实业家进行自卫。

庚、中比条约交涉，比已实行提出海牙国际法庭。

１２﹐１４（一一，一○）

甲、孙传芳决对浙用兵，陈仪部由杭州开往浙东，表示中立，各军联合会仍积极谋自治，举

蒋尊簋为委员。

乙、国民联军续向东进，豫西紧急，吴佩孚以田维勤为援陕总司令前往抵御。

丙、太原国民党左右两派冲突，总工会被捣毁。

１２﹐１５（一一，一一）

甲、广州公安局因共产党之异动严厉纠正工人行动，不许工会擅自拘人，不许工人持械游行，

工人不得擅自封锁工厂商店及强取什物，并拘捕苏兆征，上海总工会去电诘责。

乙、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通过发行整理湖北金融公债二千万元，财政公

债一千五百万元。

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人杰由广州北上赴南昌。

丁、革命军便衣队约一千人包围杭州省长公署。

戊、孙传芳军向松江宜兴出动。

１２﹐１６（一一，一二）

甲、蒋总司令出席南昌反英大会。

乙、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干部会议对华决议九条，主要为中国革命应形成工农等之独裁，土

地国有，共产党应加入国民政府使左派与右派相战，在各军中实行政治运动等。

１２﹐１７（一一，一三）

甲、革命军第十军王天培，第九军第一师贺龙占宜昌，杨森军退往四川，于学忠退往鄂北（唐

生智部叶琪、何键师亦西来，谋取宜昌，以宜昌为四川鸦片集中地）。

乙、周凤岐到杭州晤陈仪，即回富阳，形势稍缓（是日蒋总司令任陈仪为第十九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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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孙传芳以第八师长孟昭月继卢香亭任第三方面军司令，负对浙军事全责。

丁、北京顾维钧内阁全体发第三次辞职电。

１２﹐１８（一一，一四）

甲、英代使欧玛利将１２﹐２英外相之【英国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共十六条分致北京十一

国公使（华盛顿条约签字国），大要为（

一）各国应同情谅解中国国民运动，并宣言俟华人成立政府，即行交涉修约及其它未决问题。

（二）废弃【中国经济政策非有外人监督不能发达】之意，承认中国应享有关税自主权，中

国须尊重条约，以后列强放弃因微小事端提出难望奏效之抗议办法，而于重大关系时出以协

同动作。（三）对于华会附加税无条件承认，不当以在外人监督之下，而以其中大部份供偿

还无担保借款为要求，应准许其在中国各处实行征收，其进款之支配储存均由中国主管官厅

自行解决，并根本反对关税会议涉及无担保债款问题。（四）各条约已有不合时情之处，欲

维持其尊严，莫若体贴华人之要求，同情条约之修正，至对华提出抗议，应限于华人之完全

不顾条约及攻击外人在华依理应享利益之事情，各国当协同从事（该案提出时，曾引起各方

之注意，至二十六日始完全发表）。

乙、张宗昌自济南到南京，以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许琨为副司令，程国瑞、徐源泉、王栋

为一、二、三路司令，许琨兼第四路司令。

丙、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到福州。

丁、俄国共产党驱逐反对派齐诺维夫、加美纳夫等七十五人。

１２﹐１９（一一，一五）

甲、杭州各界联合会通过省政府组织大纲，选蒋尊簋、陈仪、张载阳、蔡元培、周承菼、褚

辅成、黄郛、周凤岐、陈其采为省务委员。

乙、江西省政务会议下令取消张天师名号，没收其财产，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自龙虎山逃

往上海。

１２﹐２０（一一，一六）

甲、蒋总司令电武汉，赞成中央临时联席会议。

乙、冯玉祥自宁夏南进（１２﹐２４到平凉）

。

丙、上海教育学术团体反对东方文化委员会（因未通过中国提案）。

丁、陈友仁要求汉口英总领事 HerbertGoffe拆除租界障碍物。

１２﹐２１（一一，一七）

甲、日使芳泽反对英国新提案，附加税必须由关税会议决定。

乙、大东大北公司海电合同期满，舆论反对展期。

丙、广州政治分会成立。

丁、蒋总司令电汉口宋子文接济西北冯军月饷三十万元。

戊、孙传芳、张宗昌商定孙以全力对浙江，张与陈调元对安徽。

１２﹐２２（一一，一八）

甲、英使蓝浦生到天津晤张作霖，劝以和平手段解决国事。

乙、武汉中央联席会议以天津市党部被封，党员被捕，决电张作霖不可伤害以往友谊，并对

英抗议，发动反英运动，又议决扶植冯玉祥，设立军事政治学校，以冯玉祥为校长（李大钊

推荐），派王法勤往河南。

丙、孙传芳军孟昭月部开入杭州，陈仪被胁赴南京，所部两营被缴械，主张自治之浙人均匿

避（孙军白宝山冯绍闵两师亦自常州向宜兴出动）。

丁、上海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反对附加税，免资北方军阀财源，延长内乱。

戊、日本水手惨毙陈阿堂案，以三千元之恤金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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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３（一一，一九）

甲、北京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决定对比约不向国际法庭应诉。

乙、革命军第三军第八师及第七军闹饷（翌日蒋中正电武汉宋子文设法）。

１２﹐２４（一一，二○）

甲、北京公使团会议讨论英国对华新提案，日美法三使均持反对意见。

乙、孙传芳令通缉蔡元培、褚辅成、董康等十一人，又以徐鼎康继陈陶遗为江苏省长，何炳

麟继高世读为安徽省长。

丙、武汉中央联席会议通过派鄂湘赣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

１２﹐２５（一一，二一）

甲、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政治部发表福建政务财政两委员会委员。

乙、蒋总司令电财政部长宋子文，催速清各款。

丙、蒋总司令电召各总指挥军长等来南昌开军务善后会议。

丁、奉军万福麟部刘震东旅占绥远包头。

戊、日本大正天皇卒，新皇即位，改元昭和。

１２﹐２６（一一，二二）

甲、英使馆发表十八日英国对华提案原文。

乙、英轮【亚细亚】号在汉口附近撞沉商轮【神电】号，淹毙搭客四百余人。

丙、武汉举行反英大会。

丁、孙传芳发表宣言，【赤祸】靖后即依孙中山所定方法召集国民大会或省民大会。

戊、浙江第一师石铎等（陈仪部）与孙传芳军段承泽旅战于萧山杭州间，夹钱塘江相持。

己、吴佩孚在郑州召集寇英杰、田维勤、王为蔚等会议，决免靳云鹗职，即令寇等解决靳军。

庚、蒋总司令以孙传芳犹思困斗，豫局复杂，奉鲁军南下，党讧日烈，财政奇窘，外交无主，

不胜忧虑。

１２﹐２７（一一，二三）

甲、武汉中央联席会议议决令国民军第一军入豫，第二军留陕，免与豫人冲突，拨靳云鹗、

魏益三军饷各十万元，其它各军十万元。

乙、重庆国民党左右两派冲突，刘湘下令戒严，解散右派之省市党部（西山会议派）。

丙、四川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组织联合办事处于成都，结合一致。

丁、任应岐师在郾城附近与寇英杰军冲突（旋败退）。

戊、张作霖自天津入北京。

己、冯玉祥到西安（冯与于右任不和）。

１２﹐２８（一一，二四）

甲、法国阁议反对英国对华新提案。

乙、新任英使蓝浦生晤北京外交总长顾维钧，未递国书。

丙、北京使团会议承认上海会审公廨细目章程。

丁、吴佩孚通电免靳云鹗讨贼军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职，令寇英杰、田维勤、魏益三代主一

切（时靳魏田等均与革命军接洽，是日蒋总司令任魏为第三十军军长）。

戊、湖南全省农民及工人代表会议闭幕。

己、蒋中正派张群赴天津，邀黄郛南来。

１２﹐２９（一一，二五）

甲、孟昭月在杭州就浙江总司令职。

乙、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唐生智报告鄂西第九第十两军不法行为，决电请蒋中

正设法制止。

１２﹐３０（一一，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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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张作霖赴东交民巷访各国公使，表示组织强固政府，打倒赤化，不否认外债，修约渐进。

乙、蒋总司令与嘉伦将军谈时局，并统计全军数为二百团，战斗兵为二十六万四千，枪枝二

十二万七千（第一军有枪三万）。

丙、浙军第一师在绍兴正式改编为革命军第十九军，陈仪为军长（时陈在南京），由石铎代

理。

丁、何应钦改编闽军就绪，以曹万顺、李生春分任革命军第十七军正副军长。

戊、江西赣州工人污辱第二女子师范师生。

１２﹐３１（一一，二七）

甲、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电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指出英国新提案之三弊：（一）以新

税三分之二归国民政府之政敌，使得以此抵借债款，继续内争。（二）将使各通商口岸为军

人争夺之新目的地。（三）上海有附税十分之四，国民政府本可以不战而得，今必成为血战

之地，或使外人商业永远损害，此提案含有危害中国建设统一国家之政策，请勿赞成。

乙、北京外交部照会法使请谈判将满期之中法陆路通商条约。

丙、蒋总司令再电财政部长宋子文，发清上月及本月欠款，以维大局。

丁、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中央常会代主席张人杰及何香凝、丁惟汾委员顾孟余等自广州

抵南昌。

戊、张宗昌自南京回济南，褚玉璞驻徐州。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２７──中华民国十六年丁卯

１﹐１（一一，二八）

甲、武汉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以国民政府名义，划武昌、汉口、汉阳为京

兆区，定名武汉。

乙、武汉张贴拥护联俄联共政策、实行农工政策、打倒英帝国主义等标语。

丙、南昌军事善后会议，谭延闿、张人杰、李宗仁、朱培德、程潜、唐生智、邓演达均出席。

蒋总司令力主进兵南京上海（嘉伦、唐生智、邓演达主进兵河南。１﹐７闭会）。

丁、国民政府财政部通告，自本日起在湖北境内照广东办法，实行征收暂时内地税（即二五

附加税）。

戊、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改为【临时法院】，孙传芳、徐鼎康委徐绍震为院长。

己、张作霖、顾维钧招待公使团茶话（张原望各国公使于是日承认其主张，不果）。

１﹐２（一一，二九）

甲、吴鼎昌在国闻周报发表【中国新经济政策】

。

乙、国民政府实行改革司法制度。

丙、于右任电武汉，准备率国民二、三军会同一军入豫（１﹐５武汉覆令留陕）。

丁、杨宇霆、莫德惠等应张作霖召到北京，商组政府事（１﹐１９杨返奉）。

戊、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等率众包围县署，殴辱县党部主任委员及第二女子师范校

长。

１﹐３（一一，三○）

甲、下午三时汉口民众庆祝北伐胜利，及国民政府迁鄂，在海关附近演说，英水兵上岸开枪，

民众伤五人，英兵伤三人，形势紧张，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召英总领事 Goffe，令于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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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内撤退英兵。

乙、鲍罗廷提议由临时联席会议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１﹐１３改由临时联席会议先作非正式之通知）。

丙、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中央常会？）议决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另于武汉设

政治分会（以武汉共产党势盛）。并定于３﹐１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

丁、广州机械总工会（右派）与铁路工会（左派）工人发生大冲突。

戊、福建临时政治会议成立，何应钦为代理主席。

己、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实行大戒严，晚八时断绝交通。

庚、杭州孟昭月与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战于富阳。

辛、芜湖陈调元军大肆抢掠，人民死伤十余人。

壬、关税委员会通过立即实行征收附加税案。

癸、苏俄放逐托洛斯基、赖哥夫斯基、拉狄克等三十人。

１﹐４（一二，一）

甲、汉口上岸之英水兵撤退，民众拥入租界，当晚卫戍司令部应英总领事之请即派兵入驻租

界维持秩序。

乙、汉口各团体联席会议对昨日事件，议决八条（一）严重抗议，（二）赔偿民众损失，（三）

行凶水兵交中国惩办，（四）撤退英舰及电网沙袋，（五）道歉，（六）租界内集会言论自由，

（七）解除义勇队武装，（八）派兵入驻英租界，国民政府完全接收。

丙、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成立。

丁、毛泽东开始在湘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至二月四日止，先后到长沙、湘潭、醴陵、湘乡、

衡山五县）

。

戊、北京法公使玛泰尔与顾维钧在外交部举行开议中法陆路通商条约仪式，旧约实行作废。

己、奉军万福麟部进抵绥远五原。

１﹐５（一二，二）

甲、汉口英租界巡捕房及公务人员均撤退，银行商店停止营业。

乙、中央临时联席会议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英租界公安市政事宜，代理外交部长陈

友仁即照会英总领事，并布告外人安心营业（英妇孺均自租界移居英轮，美妇孺二、三十人

亦撤退，同时重庆宜昌九江英人亦多准备退出），民众举行示威游行，总工会商会等团体合

组武汉市民对英委员会（共产党李立三、刘少奇等主之）。

丙、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长波尔特主张将给与在华美侨特别利益之中美协约取销。

丁、广东省政府公布暂行解决工商纠纷条例。

戊、张宗昌到北京，张作霖、杨宇霆等决定仍维持顾维钧内阁，靳云鹏组阁运动失败。

己、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放弃民事部分。

１﹐６（一二，三）

甲、九江英水兵与码头工人冲突，伤工人二名，英舰发炮示威，民众愤激，英领事令英侨退

上英舰，革命军即派兵入租界。

乙、汉口租界秩序恢复。

丙、武汉徐谦、宋庆龄、孙科、蒋作宾、陈友仁等电南昌，要求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

并设政治分会于武汉。

丁、比使与顾维钧交换改订中比商约意见。

戊、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为孟昭月所败，自浙江富阳西退。

己、长沙组织审理土豪劣绅特别法庭。

１﹐７（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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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召集汉口各领事，宣布接管英租界情形，声明保护外人安

全。

乙、武汉中央联席会议议决改组英租界管理委员会，由外交、财政、交通三部组织，劝民众

勿对英直接冲突，保护英人生命财产。

丙、共产党韦拔群攻占广西东兰县城。

丁、南昌国民党政治会议通过派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陈铭枢、

唐生智、邓演达、王法勤、李宗仁、刘骥、董用威组织政治会议武汉分会。

戊、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在浙江缙云为周荫人军所败，退向金华。

１﹐８（一二，五）

甲、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陈友仁任委员长，军队及纠察队均撤退，由武装华警

维持秩序。

乙、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自汉口到广州视察。

丙、蒋中正任命张人杰、周凤岐、蔡元培、韩宝华、陈其采、褚辅成、宣中华等十一人为浙

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张为主席由蔡代理，即在宁波成立。

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强调蒋中正、汪兆铭重行和好之重要。

戊、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璋严行检查上海报纸，并要求封闭法租界之市民公会。

１﹐９（一二，六）

甲、孙传芳令江苏省内各海关即日征收二五附加税。

乙、浙江孙传芳军孟昭月部占桐庐，段承泽师迫绍兴，革命军石锦华、余霖文部退宁波。

１﹐１０（一二，七）

甲、陈友仁通告暂停反英运动，英军舰八艘到汉口，日美增驻派海军，向长江流域集中。

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布告取缔集会游行宣传，并捕百余人，于华租交界处架设铁丝网障

碍物。

丙、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电委于右任、邓宝珊为该军驻陕总副司令。

１﹐１１（一二，八）

甲、英舰在武穴快驰，击沈货船数百艘，溺毙无算。

乙、蒋中正自南昌到武汉，商召开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及政府党部迁移问题。

丙、鲍罗廷于武昌欢宴蒋中正席上演说孙中山之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

丁、去年十一月在南昌被捕之赣军将领唐福山、岳思寅、张凤岐等由人民审判委员会判决枪

毙。

１﹐１２（一二，九）

甲、英使馆参赞欧玛利在汉口与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晤谈，要求退还英租界，陈拒

绝。

乙、北京政府宣布自本年二月一日起，征收进口货物附加税，一律值百抽二。五，并令财政

部筹议裁厘方法，外交部迅催续开关税会议。

丙、顾维钧内阁正式成立，顾兼外交总长，胡惟德内务，汤尔和财政，张景惠陆军，杜锡珪

海军，罗文干司法，任可澄教育，杨文恺农商，潘复交通（张作霖为顾全与吴佩孚之关系，

放弃靳云鹏或梁士诒组阁主张）。

１﹐１３（一二，一○）

甲、比使照会北京外交部，愿开始会商新约，暂行中止海牙国际法庭诉讼（明日外部复照赞

同）。

乙、顾维钧以实行征收附加税之照会送关系国使馆。

丙、英美亚洲舰队相继到上海，英司令往长江上游视察，汉口、九江退出之英妇孺继续抵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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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北京美使馆训令华中、华南美领事，立将美侨撤至安全地区。

戊、陆荣廷到北京晤张作霖，商夹攻革命军计划。

１﹐１４（一二，一一）

甲、比政府答复英提案，反对共同对华宣言。

乙、陈友仁欧玛利续谈汉案。

丙、广州沙面租界戒严，防止民众示威运动。

丁、日本资本家宣言反对中国征收二五附加税。

戊、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国库券条例（券额九百万元）。

己、信阳魏益三电吴佩孚，请与革命军议和（吴拟令寇英杰、田维勤解决魏部）。

１﹐１５（一二，一二）

甲、广东省政府通令自三月一日起解放奴婢。

乙、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决定继续进行（不设政治分会）。

丙、福州发生西班牙教堂蒸杀婴儿之疑案，群众及士兵捣毁该教堂，波及法美教堂医院，并

发生抢掠（共产党煽动），何应钦下令制止。

丁、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

戊、上海法总领事委派华人五名、西人十三名组织法租界临时行政委员会。

己、荷兰答复英提案，赞同中国征收附加税。

庚、张作霖令奉军入豫，助吴佩孚解决靳云鹗等，张学良即往保定布置。

辛、孙传芳部段承泽师占宁波（蔡元培等走象山，旋去福州。革命军第十九军退奉化、宁海、

台州，复为段师及周荫人军所败，浙东战事暂停）。

１﹐１６（一二，一三）

甲、日首相若槻对华演说，贯彻加藤内阁以来之不干涉主义。

乙、日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离广州回上海（１﹐３０返北京）。

丙、梁士诒说美英使修改不平等条约，并告英使以北方正从事结合南方右派。

丁、成都英领事馆自动封闭，广州、长沙均有激昂之反英示威运动。

戊、广州岭南大学已由美国董事议决交中国人办理（收回教育权运动之第一成绩）。

己、天津法租界驱逐国民党员二十二人出界。

庚、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璋大捕党人。

１﹐１７（一二，一四）

甲、武汉中央联席会议通过召集河南农民（红枪会）大会计划。推徐谦、孙科、陈友仁、鲍

罗廷起草对英工党宣言，不用武力收回租界，只用磋商政策。

乙、蒋中正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实即中央联席会议）报告，说明统一军事之必要，

两个月内必能肃清东南。

丙、英内阁会议对汉案主张满足华人合法愿望，并加派陆海军赴上海。

丁、中比订新约会议，在北京举行正式开幕式，比国愿自动交还天津比租界。

戊、顾维钧正式通告日使芳泽，请于本月二十一日举行改订中日商约会议开幕礼，芳泽覆允。

己、浙江孟昭月军占领兰溪。

１﹐１８（一二，一五）

甲、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在日议会宣布对华政策：（一）对中国内战严守不干涉主义，（二）期

望两国经济提携，（三）接受中国国民合理希望，（四）拥护日本在华正当而重要之权利利益。

乙、张作霖访日使芳泽，疏通附加税问题。

丙、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自上海往汉口，与国民政府有所接洽。

丁、福州英美侨民相继撤退。

戊、美使马慕瑞奉召回国（二十七日又奉令折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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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寇英杰宣布废河南督理，吴佩孚以为讨贼军第三军团长，统贺国光、陈德麟、贾万兴等

军。

庚、广州开促进开辟黄埔商埠运动大会。

１﹐１９（一二，一六）

甲、上海工潮纷起，电车及公共汽车工人亦罢工，领事团电北京公使团请派水兵登岸。

乙、比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海牙国际法庭不允中比条约中止诉讼，该案开庭日期延至五月

二十五日。

丙、长沙商民协会与苏广货业店员联合会发生大冲突。

丁、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组织【援助内蒙古委员会】，以鲍罗廷、徐谦、孙科、刘骥为委员。

戊、蒋中正自武汉回抵九江。

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自南昌抵浙江常山。

１﹐２０（一二，一七）

甲、张作霖于安国军总司令部内设外交、财政、政治三讨论会，孙宝琦、陆宗舆为外交讨论

会正副会长，王宠惠等为会员，曹汝霖、叶恭绰为财政讨论会正副会长，张弧等为会员，梁

士诒、曾毓隽为政治讨论会正副会长，严修等为会员。

乙、汉口美领事 FrankP。Lockhart奉美公使命向陈友仁抗议福州事件，陈允负责保护美人安

全。

丙、上海大学学生宣言号召反英运动。

丁、西班牙公使与顾维钧交换改约意见。

戊、东路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自江西抵浙江衢州，随即决定自率第一军薛岳、刘峙、严

重、陈继承师任中路，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师长戴岳代理）任左翼，第二十六军周凤岐任

右翼。

己、汉口中央银行开幕。

庚、英国驻日大使 JohnTilley访日外相币原商请日本共同出兵防卫上海（翌日，币原拒绝）

。

１﹐２１（一二，一八）

甲、张人杰、谭延闿、蒋中正自南昌电武汉请即成立政治分会，中央联席会议毋庸继续。乙、

孟昭月部占浙江汤溪兰溪。丙、何应钦以严厉手段处置１﹐１５福州事件，枪决被捕之七犯

（今日武汉电何，命保护外人）。丁、汉口华商因英商停业，商货无法转动，特向英商提出

警告，将起诉要求赔偿损失。欧玛利允劝英商复业。戊、英外交部宣布增兵来华（三旅），

祇为保护侨民。己、公使团会议中国征收附加税问题，除日使表示反对外，均持默许态度。

庚、北京中日修约会议举行开幕式，日使芳泽谦吉称此会为非正式，但为一特别重要会议。

１﹐２２（一二，一九）

甲、北京国务院宣布附加税额（暂定二千五百万）分配办法。乙、上海电车工潮解决，惟工

人游行时为工部局巡捕殴伤十余人。丙、孙传芳任蔡朴为浙江省长。

１﹐２３（一二，二○）

甲、１﹐２２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宣言，中国国民党之主要目的在恢复中国之完全

独立，但亦不漠视外人应得之权利，国民政府并不愿与列强间发生武装冲突，深望以谈判及

协议手续解决彼此间一切问题，并愿单独与任何外国开始谈判，但须根据经济平等原则，及

彼此主权互相尊重之权利，至于处置汉口事件办法，亦本此政策，国民政府之权力之展至英

租界，乃因英水兵擅自登陆，伤及华人，与英人自生恐惧，工部局自行放弃职权，国民政府

不得不组织委员会以处理租界行政。

乙、陈友仁向汉口日本总领事高尾抗议中日北京修约会议。

１﹐２４（一二，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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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决定暂不取消。

乙、湖北省市党员大会，提出【反对军事独裁】

，【打倒新军阀】，【打倒张静江】口号。

丙、汉口英商因华商之警告，及欧玛利之劝告，完全开市，汉口英领事因汉案措置失当，调

回。陈友仁通令各省保护英侨，遇外交事件，须报外交部，不得直接办理。

丁、英国组织上海防卫军（三旅），即分批出发，上海租界义勇队已出防。

戊、中比修约会议二次开会，比使报告比政府自动进行撤销海牙国际法庭诉讼经过。

己、日本驱逐舰四艘自佐世保向上海出发。

庚、四川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先后就革命军军长职，邓锡侯、田颂尧亦被任革

命军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军长。

１﹐２５（一二，二二）

甲、法国增防上海之安南兵二百名已登陆，英国自香港调来之印度兵第一批四百人亦到。

乙、英驻日大使 JohnTilley再访日外相币原，告以英单独向上海出兵。

丙、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波尔特所提对华应采取超乎他国行动案。

丁、蒋中正在南昌召集军事会议，筹集军饷，并决定进兵计划，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率第四、

第八、第十一、第十五军，出武胜关沿京汉线前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前敌总指挥白崇

禧率第一、十四、十七、十九、二十六军，分由闽赣入浙，进取上海，夹攻南京，蒋中正兼

中路军总指挥，分为江左江右军，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率第七、第十、第三十三军，由鄂东

进取安庆、合肥，侧击津浦路敌军，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率第二、第六及独立第二师由赣北进

取南京（第二军由赣东入浙，协助东路军。又各路军复分为若干纵队），第三军留守江西。

戊、戴传贤偕何香凝、顾孟余、邓演达等自武汉赴南昌，商中央党部及政府迁鄂事。

己、北京阁议通过【奥国赔款担保二四库券规则】。

１﹐２６（一二，二三）

甲、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由甘肃平凉到西安，积极整顿军队。

乙、中共中央向俄使馆提出政治问题报告。主以群众力量胁制国民政府，并集中于反英运动，

使其孤立，不使反赤运动联合一致。

丙、英工党首领麦克唐纳电武汉当局，抨击保守党政府，反对派兵来华。

丁、中法越南陆路商约会议，开第二次会议。

戊、河南林县天门会与奉军在直隶州冲突。

１﹐２７（一二，二四）

甲、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对华外交政策宣言，对中国持宽大精神，但须保护在华人民生命

财产，与他国人民享有均等机会。

乙、汉口日本总领事高尾电告日外相币原，黄郛表示革命军盼以合理和平方法改善上海租界

组织，并希避免与日本冲突。

丙、上海各团体纷起宣言，反对英国对华武力政策。

丁、英法义日四使会商出兵保护上海，无所决定。

戊、白崇禧之东路军自衢州东进，第一军刘峙师占龙游。

己、何应钦将福建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以谭曙卿任军长，吴威、郭凤鸣、卢

兴邦任师长（翌日何自福州赴浙江）。

庚、汉冶萍公司、日本正金银行成立二百万日元借款。

１﹐２８（一二，二五）

甲、英国提交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说帖七条（第二次宣言，１﹐２７由欧玛利致陈友仁，本

日由蓝浦生致顾维钧），即英政府准备承认中国新式法庭、法律，放弃英代表听审权，照缴

适当合法税收，改订英租界市政管理法，或将租界警权移交中国，英教士不得再在内地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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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徒服从中国法律，学校医院之教士均遵从中国法律与条例（是日英外相张伯伦在伯明

翰演说对华政策）。

乙、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决定与英代表磋商，完成收回汉口租界手续（是日鲍罗廷未到）。

丙、中国共产党发表时局宣言，反对四国对华出兵协议，巩固工农革命军队及一切被压迫民

众的联合阵线，推翻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有之政治经济的统治权力，肃清全国反动的旧

势力，在乡村城市中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召集革命民众的国民会议统一中国。

丁、中日修约二次会议讨论关税自主案，日本要求先订互惠协议，中国主与承认附税同时进

行。

１﹐２９（一二，二六）

甲、法使声明法国出兵上海，并不与英国一致。

乙、上海英兵作示威游行。

丙、孙传芳通电反对英兵来沪。

丁、东路军中路占浙江游埠洋埠，团长郭俊战殁，右翼军亦占汤溪。

戊、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自福建赴延平往浙江，以张贞为福州留守司令。

己、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选举第三届执行委员，共产派四人，右派四人，新右派一人

（路友于）

当选。

１﹐３０（一二，二七）

甲、陈友仁欧玛利汉案磋商就绪，惟陈因英兵陆续向上海集中，并公然称为【中国远征军】，

非英政府将此项军队不向中国开行，则不签字于汉案协议，陈并发表宣言，说明交涉经过及

不签字原因。

乙、英水兵在长沙登岸，民众大愤。

丙、上海交涉公署华洋民事上诉处组织大纲由江苏当局批准。

丁、革命军左翼总指挥兼二十五军军长袁祖铭、师长何璧辉、参谋长朱松等在常德被杀，唐

生智即命第八军师长周斓镇压。

１﹐３１（一二，二八）

甲、北京政府以总税务司安格联不肯向各海关发征收附加税命令，拒绝担保以奥国庚子赔款

余额发行公债，且赴汉口与陈友仁接洽，下令免职，以英人易纨士代理总税务司，并以罗文

干为税务督办。先是安格联返英休假，北京税务处督办连电促其归来，安格联先到香港，转

赴汉口，内阁总理兼外长顾维钧毅然将其免职。

乙、北京外交部向英使正式抗议英国派兵来华。

丙、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在鲍罗廷住宅开会，决定暂不签字收回汉口租界协议（否决１﹐２８

案）。

２﹐１（一二，二九）

甲、英使抗议安格联免职事件，易纨士亦不就代理总税务司职。

乙、中法陆路商约第三次会议，讨论边界税率及中国在安南设领事问题。

丙、东路军第一师薛岳及先遣队司令李明扬攻占浙江兰溪。

丁、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到南昌（邓在武汉有附共产党行动，为蒋中正所申斥）。

戊、南昌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闹饷。

２﹐２（一，一）

甲、北京公使团会议安格联免职及附加税问题。

乙、九江关实施征二五附加税。

丙、英国开特别阁议讨论对华事件。

丁、东路军右路周凤岐军占金华，左路鲁涤平中路白崇禧败孙传芳部冯绍闵白宝山部，占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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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戊、豫南靳云鹗魏益三等与革命军妥协已成，称【河南保卫军】，反抗奉军入豫。

２﹐３（一，二）

甲、革命军东路占浙江建德、桐庐，孟昭月周荫人部纷纷东退。

乙、何键叶琪任革命军第三十五军正副军长，刘兴周斓任第三十六军正副军长，李品仙任第

八军副军长（均唐生智部）。

丙、戴传贤自九江赴上海，顾孟余邓演达赴汉口（一作１﹐２），黄郛同行（一作１﹐２７）

（黄到汉口不为左派所容，秘密出走，复返江西，寻去上海）。

丁、安格联自上海回北京，新任总税务司易纨士不就。

戊、张宗昌派何海鸣为安国军直鲁联军宣讲部第一部部长（总部设上海）。

己、安徽、江苏地震二次。

２﹐４（一，三）蒋总司令自庐山返抵南昌。

２﹐５（一，四）

甲、北京美公使（马慕瑞）汉口美领事 Lockhart 分别向顾维钧陈友仁提出划上海为中立区

之说帖。

乙、陈友仁演说，谓英国对华宣言，误解现世自由独立之原则，武汉与北京不能调和，英国

须自决其对华政策。

丙、云南国民党人，策动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发动政变，迫唐继尧驱逐

唐继虞等，改组省政府（２﹐６发表联名通电）。

丁、福州李生春部被革命军缴械。

戊、北京政府公布保护状条例十八条。

己、中日商约第三次会议。

２﹐６（一，五）

甲、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彭汉章（袁祖铭部）在汉口被唐生智逮捕。

乙、奉军前锋荣臻部抵彰德。

２﹐７（一，六）

甲、荷日英美法义六公使正式向顾维钧抗议征收附加税及总税务司安格联免职事。

乙、汉口陈友仁欧玛利之谈判重开，谈英军来华问题。

丙、北京张作霖之政治财政外交三讨论会正式成立。

丁、革命军实行长江戒严，各军均向下游集中。

戊、豫军总司令寇英杰与直鲁军褚玉璞在徐州商直鲁军入豫问题。

己、上海【创造社】被封。

２﹐８（一，七）

甲、南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中央委员

全体会议暂不召开。并派徐谦戴传贤为赴美俄代表。

乙、武汉电促汪兆铭回国。

丙、张作霖宣言维持内外债信用，出兵专为剿灭过激主义。又通电进兵河南，声言收复武汉

进取湘粤，并电吴佩孚及吴部将领协同动作，倘有抗拒，亦应一致声讨。

丁、英皇乔治第五在众议院演说中国问题。

戊、易纨士迄未就总税务司职，日人运动继任。

２﹐９（一，八）

甲、国民政府及北京政府拒绝美国上海中立之要求。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宣言反对独裁、

提高党权、扶助农工运动，推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组织行动委员会。

乙、【反殖民地同盟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幕，中国代表廖焕星、邵力子、陈权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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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闭会）。

丙、汉口交涉员通告各国领事，华洋诉讼以后由汉口市法院办理，会审公堂不得开审，领事

官员陪审资格取消。

丁、中法陆路商约四次会议，讨论安南设领事及华侨待遇问题。

２﹐１０（一，九）

甲、英国众议院对中国问题大辩论，外相张伯伦演说英军仅集中香港，不再开往上海。

乙、上海英军又游行示威。

丙、北京政府组织接收天津比租界委员会，天津英人讨论归还天津英租界问题。

丁、广州罢市，向省政府请愿争【年初二去留工伴权】，工人代表亦请愿维护农工，李济琛

大致允许商店要求，定五日内开仲裁会，解决工商纠纷。

戊、北京共产党报告数月来与国民党左派（实践社、新军社、革新社、新中学会等）之联络

及与新右派（孙文主义大同盟）之竞争经过。

己、陈公博代陈果夫主国民党组织部。

庚、靳云鹗通电拒绝奉军入豫（吴佩孚部多附靳）。

２﹐１１（一，一○）

甲、吴佩孚电张作霖请令奉军停止前进（奉军已抵黄河北岸，张学良到徐州视察）。

乙、杨宇霆到北京，劝张作霖勿对南方用兵（北京盛传梁士诒组阁，谋与南方妥协）。

丙、云南胡若愚龙云等二次要求唐继尧改组省政府，提前成立军事机关。

丁、安格联免职事件解决，税务处公函奖其在华服务劳绩，一年内仍给薪俸，易纨士即就代

理总税司职，二五附加税另设机关征收（

本日天津海关开始征收附加税）。

戊、曹锟离郑州返天津。

２﹐１２（一，一一）

甲、英外相电欧玛利，英军除自印度出发者在上海上岸外，余均中止，集中香港；欧玛利即

转告陈友仁。

乙、驻比公使王景岐电顾维钧，海牙法庭对中比条约诉讼案，已发表独裁宣言及办法。

丙、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选出临时委员九人与工部局董事磋商租界内市政治安等问题。

丁、魏益三、田维勤、贺国光等通电推靳云鹗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抗拒奉军。

２﹐１３（一，一二）

甲、上海又到英兵二千余人。

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函北方委员会，努力推动反蒋宣传，援助国民党左派在武汉召开

第三次中央全会。

２﹐１４（一，一三）

甲、汉案协议原定今日签字，陈友仁要求上海英兵撤退，欧玛利向英政府请示，签字展期。

乙、中日商约四次会议，关税互惠协议问题仍未决。

丙、戴传贤奉蒋总司令之命，自上海赴日本（３﹐３１返上海）。

丁、吴佩孚部下亲奉派多离豫，齐燮元宣告辞职，寇英杰留北京，张作霖派赵倜为河南宣抚

使。

戊、冯玉祥与俄顾问乌斯马诺夫在潼关商进兵河南计划（冯于２﹐１２到潼关）。

己、孟昭月部刘士林、李俊义师与东路革命军刘峙严重谭道源师激战于桐庐。

庚、国民政府通告将另行任命所辖各省之邮务局长，恢复邮权。

２﹐１５（一，一四）

甲、国民政府外交部公布汉案协议中止签字经过，并揭示协议内容。

乙、日外相币原在议院宣称中国尚无代表全国之政府，故不正式承认任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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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广州工商纠纷由仲裁会仲裁，工会要求不遂，派纠察队封闭商店，公安局即严厉干涉，

拿办滋扰工人。

丁、入豫奉军在黄河北岸缴吴佩孚部军械，吴命王维城贺国光秦德纯等北上戒备，豫南靳云

鹗军集中郑州。

２﹐１６（一，一五）

甲、比使通告北京政府，海牙法庭比约诉讼案，比政府已自动取销，请续开中比商约会议。

乙、第三次英兵到上海，约二千人，英人宣称上海英兵以四千为度，名为【上海防护军】，

余暂停香港等处。

丙、东路革命军中路击败孟昭月部，进占富阳，右路占诸暨。

丁、国民党赴俄代表谭平山（共产党）回广州，第三国际工人代表团秘书及其它重要人物同

来，考察党务政治。

戊、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令靳云鹗魏益三向蒋总司令请教。

２﹐１７（一，一六）

甲、孙传芳军孟昭月等自杭州往嘉兴，周荫人军亦沿沪杭线后退（周孟不睦）。

乙、戴传贤到日本门司，语日记者，盼日本助中国恢复经济状况。

丙、广州省政府严厉取缔工人持械斗殴。

丁、广州省政府议决在琼崖设化黎局，连阳设化猺局，开化黎猺民族。

戊、奉系将领张学良、韩麟春等通电讨靳云鹗。

己、英使答复北京外交部抗议，声明派兵来华为保护英侨，非对华作战。

庚、日本外相币原在贵族院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

２﹐１８（一，一七）

甲、张作霖再电吴佩孚，奉军入豫，决不终止，劝吴勿袒靳云鹗拒奉军南下。

乙、东路革命军中路（薛岳刘峙师）占领杭州，右路（周凤岐军）占领萧山，左路（鲁涤平

军）占领余杭。

丙、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令蒋总司令拨给冯玉祥五十万元。

丁、毛泽东发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戊、米振标在开封就张作霖所委之第十八军军长兼毅军总司令职。

己、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部集中鄂东罗田。

２﹐１９（一，一八）

甲、上海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总工会发总罢工宣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黑

暗政治，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之政府等条件；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璋斩

杀散发传单工人二名（此次暴动系由国民党钮永建、共产党李立三、赵世炎、顾顺章、罗亦

农、瞿秋白领导）。

乙、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驻杭州。

丙、安庆陈调元等密谋与革命军合作。

丁、英公使馆代表欧玛利接受十四日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之要求，东来英军改向香

港进发，汉案协定正式签字，英租界工部局定三月十五日解散，由华人之新政机关接收界内

行政事宜。

２﹐２０（一，一九）

甲、中英九江英租界协定在汉口由陈友仁欧玛利签字，内容与汉案协议相同，由国民政府赔

偿英人损失四万元。

乙、共产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发表【上海目前最低限度共同政纲】，主成立上海市民政府。

丙、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璋滥杀参与罢工工人学生，大刀队斩工人十七名，学生二名，被捕者

数十人，罢工工人增加十余万，商店亦有罢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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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革命军江右军程潜部抵安徽至德、祁门，驻徽州之孙传芳军第十五师刘宝题归附，受任

新编第三军长。

戊、北京张作霖张宗昌等军事会议，决出兵入苏。

己、江西省政府成立，李烈钧任主席。

２﹐２１（一，二○）

甲、美国众议院通过波拉尔请美总统单独与中国磋商案。

乙、北京外交总长顾维钧与美使蓝浦生开始关于英国第二次提案之谈判，惟英使表示须俟中

国有实行新约之统一政府后，方能真正修订条约。

丙、武汉国民政府委员与中央党部执行监察委员开扩大联席会议：议决（一）即日结束中央

联席会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在武汉正式开始办公，（二）定三月一日在武汉开第三次

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以统一党的指导，巩固党的威权，并进行北伐工作，（三）

承认中英汉案协定。

丁、蒋中正在南昌行营总理纪念周讲演，谓武汉之联席会议为非法，总司令大权乃中央所授，

绝非个人独裁，联席会议之徐谦乃为独裁，又谓如共产党员跋扈强横，定予制裁。

戊、南昌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设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派吴敬恒、蔡元培、钮永建、陈其

采、蒋尊簋、杨树庄、何应钦、叶楚伧、陈果夫、郭泰祺、杨铨、林焕廷、杨贤江为委员，

吴为主席，统一指导上海党务。

己、北京中国农工银行开业。

庚、日本外相币原告英大使，谓蒋中正为温和派。

２﹐２２（一，二一）

甲、上海海军【建威】【建康】两炮舰受共产党人汪寿华运动，在高昌庙向陆上开炮二十余

发，数弹落法租界（旋即平息），同时闸北工人暴动，抢警察署枪械。

乙、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接受昨日扩大联席会议之决议案。

丙、上海罢工工人达三十五万，继续与军队冲突。

丁、革命军江右军自江西彭泽马当山东下。

戊、北京政府否认陈友仁欧玛利汉案协议。

己、北京政府公布海关附加税保管委员会条例，以王士珍、梁士诒、王宠惠等十一人为保管

委员。

２﹐２３（一，二二）

甲、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到杭州，与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商定由何率第四（冯轶裴）、

五（赖世璜）、六（曹万顺）纵队向长兴进展，白率第一（周凤岐）、二（王俊）、三（白兼）

纵队向松江进展。

乙、南昌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名义

别行办法。

丙、张宗昌到南京，直鲁联军即向沪宁路出动。

丁、上海防守司令部围捕上海大学学生六十余人。陈独秀致书吴敬恒，谓共产党决无与国民

党分离之意（时吴与钮永建负责国民党江苏特务委员会）。

２﹐２４（一，二三）

甲、汉口武昌阳夏党员大会，以恢复党权为名，作反蒋（中正）运动，高呼【打倒】老朽昏

庸份子（指张人杰），扫除封建势力，提高党的威权，一切权力属于党，打倒个人独裁（指

蒋），徐谦邓演达均有演说，主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之中央，并议决欢迎汪兆铭回国等案。

乙、梁士诒在北京谈时局，谓实现和平统一之时期已不远（传郑洪年近曾代表梁氏往江西密

洽，２﹐１６返北京）。

丙、北京英法义美日荷德比等十三国公使对二十二日上海海军开炮事件，发表宣言，警告中



- 528 -

国政府，防制事变。

丁、上海总工会下令复工（计此次参加罢工者四十余万，因沪杭路革命军未积极前进，未能

得到实际效果）。

戊、上海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令各舰一律开出吴淞口（革命军谅解已成）。

己、直鲁联军第五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军抵上海。

庚、南京商店因直鲁军强用军用票，总罢市（二十七日复业）。

２﹐２５（一，二四）

甲、上海英军越租界布防，英美日均加调海陆军来沪。

乙、广州欢迎国际劳工代表，并举行国际反帝国主义者武力干涉中国大会，到三十万人。

丙、孙传芳公布联治建设计划大纲十四条。

丁、北京法使抗议二十二日上海海军开炮事件。

２﹐２６（一，二五）

甲、蒋总司令之代表戴传贤到东京（２﹐２５）

，与日本外务省次官亚洲局长等会晤。

乙、南昌政治会议（中央常会）议决请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撤回鲍罗廷。

丙、唐继尧接受胡若愚、龙云等之云南省政府组织大纲。

２﹐２７（一，二六）

甲、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电北京日法比各公使在未有合法政府以前，在北京议订各约，一

概无效。

乙、中国共产党自广州发出警告，革命的军事政治力量必须联合，汪兆铭必须立即复职（时

第三国际代表鲁易已到粤）。

丙、英政府所派之上海防护军司令邓肯少将抵沪。

丁、入豫奉军已与靳云鹗军在中牟发生冲突，张作霖决调吉黑军五万入关。

戊、张宗昌、孙传芳同到上海，赴松江视察。

２﹐２８（一，二七）

甲、全国总工会下令各工会，本日十时起罢工一小时表示反对外兵来华。

乙、在武汉之一小时罢工中，发现攻击蒋中正、打倒张人杰之标语（鲍罗廷及共产党策动）。

丙、英商轮在安徽荻港附近撞沉运兵小轮，溺毙官兵数十人。

丁、张宗昌、孙传芳自上海回南京，即设七省联军司令部。

３﹐１（一，二八）

甲、蒋总司令在南昌胜利纪念会演说，指责武汉联席会议之不当。

乙、俄轮 PamistLenina自汉口下驶，在浦口被张宗昌军扣留，俄人多名及鲍罗廷妻被拘，并

搜出宣传品多件。

丙、张宗昌孙传芳因陈调元态度不明，将陈部在蚌埠浦口者缴械。

丁、靳云鹗在新郑召开会议，以魏益三为河南保卫军副司令，改编吴佩孚所部为十六军（靳

已与冯玉祥合作）。

戊、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在杭州行使职权，蔡元培任代理主席（即一月八日在宁波成立者）。

己、北京中比修约会议重开。

３﹐２（一，二九）

甲、英代表欧玛利照会陈友仁，自三月十五日起将九江英租界无条件移交国民政府。

乙、湖北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丙、松江孙传芳军撤退江北，由张宗昌军毕庶澄接防，孙准孟昭月辞职，以卢香亭为联军训

练总监，主持调防事宜。

３﹐３（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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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民党要人李煜瀛（石曾）离北京赴上海（传李曾与杨宇霆商南北妥协，杨度亦预闻其

事）。

乙、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谓中国革命必须坚决发展群众运动，

使工农武装。中国共产党应曝露国民党右派之反动政策。

丙、上海交涉员许沅向领事团抗议英军越界布防（一作３﹐２）。

丁、南昌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于本月六日全部迁鄂，十二日召开中央执行委

员全体会议（陈公博等调停之结果）（一作３﹐２）。

３﹐４（二，一）

甲、武汉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陈友仁所提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及汉口特三区市政章程，并令陈

迅速交涉收回汉口法日租界及广州沙面英法租界。

乙、北京中日商约会议，日仍坚持最惠国待遇。

丙、革命军东路军向苏州平望及浙江长兴进展，江右军自青阳向芜湖进展。

丁、陈调元自安庆到芜湖，就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职，王普就第二十七军

军长职。驻宣城之叶开鑫亦受任为新编第五军军长。

戊、张继离上海，声明不问政治（近来共产党攻击张氏极力）。

３﹐５（二，二）

甲、孙传芳张宗昌免陈调元职，以郑俊彦为安徽总司令，由张部许琨代理，直鲁军即分向安

庆芜湖前进。

乙、张学良自北京赴卫辉，与韩麟春指挥攻豫，并派兵警备石家庄，防阎锡山晋军。

丙、北京俄大使馆抗议张宗昌在浦口扣留俄轮及拘捕俄人事件。

丁、冯玉祥讲演【反英意义】。

３﹐６（二，三）

甲、国民党江苏特务委员吴敬恒、钮永建及杨铨与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罗亦农在上海谈话，

陈云二十年内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吴等不怿。

乙、唐生智邓演达逼走武汉卫戍司令兼第十一军长陈铭枢，即由唐生智继任卫戍司令，第四

军副军长张发奎兼第十一军长，汉口市长刘文岛亦去职。

丙、谭延闿自南昌到武汉，李烈钧、陈果夫等同行。

丁、上海招商局海员罢工停航事件解决签字，规定各船不归军用。

戊、革命军江右军第一纵队杨杰部到芜湖（第三纵队贺耀组部亦续到）。

３﹐８（二，五）

甲、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等在武汉连发攻击蒋中正之言论，诋为独裁，为英雄主义。

乙、汪兆铭自柏林抵莫斯科。

丙、芜湖海关及美国教堂被抢。

丁、云南政变结束，省务委员会成立，唐继尧任总裁，胡若愚任主席（国民党人不满）。

戊、张宗昌、孙传芳在上海发行库券一千万元。

己、北京外交部二次向英使抗议英军来华，英使亦照会外部解释二次提案七项之意义，不允

于中英会议磋商治外法权。

３﹐９（二，六）

甲、毕庶澄任上海防守司令。

乙、沪宁路一部分罢工。

丙、广州罢工纠察队包围美国医院，强迫华人离去。

３﹐１０（二，七）

甲、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汉口开会，到三十三人，由谭延闿

主席，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案】（国共两党共同指导民众运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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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政治责任）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鲍罗廷、徐谦等力谋抑制蒋中

正）。

乙、湖北总工会在汉口举行反蒋宣传，与中央军事政治分校学生在血花世界冲突。

丙、张人杰致书汪兆铭，述过去一年与共产党相处之苦痛，劝汪早日回国（时张已脱离中央

职务）。

丁、何应钦到泗安，指挥宜兴蜀山军事。

戊、福州共产派与反共派分别游行示威，发生冲突互相殴打。

己、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布告出师东征。

庚、张宗昌因芜湖为革命军占领，离南京回徐州，卢香亭赴扬州，孙传芳褚玉璞镇守南京。

辛、奉军与靳云鹗在开封附近接触（靳部与奉军相持于黄河桥，奉军于珍部绕道考城渡河至

开封，会同毅军进攻中牟）。

３﹐１１（二，八）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续开，到二十八人，孙科主席，（一）推汪兆铭、谭延闿、蒋中正、顾

孟余、孙科、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为常务委员（取消主席制），汪兼组织部长（由

吴玉章代理，原为蒋中正）

，顾兼宣传部长，邓演达农民部长，陈兼工人部长，陈其瑗商民部长，何香凝妇女部长，孙

科兼青年部长，彭泽民海外部长。（二）推汪兆铭、谭延闿、蒋中正、孙科、顾孟余、谭平

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王法勤、宋庆龄为政治委

员会委员，以汪谭孙顾徐宋（子文）谭（平山）为主席团。（三）推蒋中正、谭延闿、冯玉

祥、唐生智、程潜、李宗仁、何应钦、李济琛、朱培德、张发奎、汪兆铭、孙科、宋子文、

顾孟余、徐谦、邓演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汪唐蒋谭程邓徐为主席团。（四）推汪兆铭、

谭延闿、于右任、程潜、孙科、李宗仁、徐谦、宋子文、李济琛、朱培德、唐生智、冯玉祥、

陈友仁、顾孟余、谭平山、蒋中正、柏文蔚、孔庚、钮永建、王法勤、何应钦、宋庆龄、吴

玉章、黄绍竑、彭泽民、经亨颐、杨树庄、陈调元为国民政府委员，以汪、谭、孙、徐、宋

为常务委员。

乙、革命军江右军（程潜）分向东西梁山及高淳前进。

丙、直鲁军常之英旅接防上海。

３﹐１２（二，九）

甲、各地举行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会。

乙、上海太原等处国民党左右派冲突（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西山会议派之中央党部被捣毁）。

丙、上海各团体临时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临时执行委员三十二人（再由上海市党部复选十九

人），宣布受国民政府节制，建设民选市政府（受共党操纵）。

丁、上海铁路工人罢工风潮扩大，沪宁路上海附近路轨被拆，客车出轨，直鲁军运输被阻。

戊、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象贤被杀。

己、汉口日本领事馆书记被工会纠察队殴伤。

庚、新嘉坡纪念会因当地警察武力干涉，死伤十余人。

３﹐１３（二，一○）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统一革命势力案】与中国共产党开联席会议，

讨论合作办法，并派代表三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接洽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又决定国民政府

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卫生五部，通过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及内蒙古国民党代表

请愿案，并与外蒙古国民党互派代表一人，又决定通缉上海总商会会长傅宗耀（筱庵）。

乙、中国共产党致书中国国民党，提出肃清军阀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问题（质问蒋介石与北

方进行携手流言及其纠正制裁共产党演讲）。

丙、何应钦指挥各纵队开始向宜兴、溧阳进攻，与白宝山、郑俊彦等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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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奉军军长于珍攻占河南中牟，向郑州侧击（吴佩孚已西去）。

戊、吴光新就淞沪商埠督办职并兼直鲁联军副司令。

３﹐１４（二，一一）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议决对军费组织预算委员会，定期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认

广东江西省党部、广州特别市党部选举违法，须行改选。

乙、武汉中央政治会议推谭平山为农政部长，苏兆征为劳工部长，孔祥熙为实业部长，顾孟

余为教育部长，刘瑞恒为卫生部长。

丙、蒋中正在南昌演说，劝军人勿受政客（指徐谦等）诱惑。

丁、上海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正式宣布与革命军合作，在吴淞口外就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职。

戊、汉口美领事向陈友仁抗议３﹐８芜湖教堂被抢。

己、北京外交部令驻俄代使向俄政府抗议将蒙古划入俄版图。

３﹐１５（二，一二）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一）统一财政，以财政部长兼浙江财政处长，（二）指定谭延闿、

孙科、徐谦为党员服兵法征集委员，（

三）通过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原属总司令部），任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四）

裁撤中央党部军人部（部长为蒋中正），（

五）批准湖北省党部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组织委员会处理阳新惨案。

乙、汉口英租界纳税人年会，依汉案协议通过将租界正式交还中国管理，改为第三特区，并

选出议员三人，国民政府以黄昌谷为管理局长。九江英租界亦于是日接收。

丙、革命军东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大破白宝山郑俊彦等于宜兴溧阳附近。

丁、奉军中路荣臻渡过黄河，占领荥泽，西路赵恩臻占领汜水。

３﹐１６（二，一三）

甲、中央执行委员通过（一）大会宣言，对全体党员训令及对全国人民全国农民宣言，（二）

修正农民问题案，（三）令外交部抗议新嘉坡英警惨杀华侨案。

乙、革命军东路军第四纵队（冯轶裴指挥，统第三师及十四师）占溧阳，第五纵队（十四军

赖世璜部）

占宜兴，郑俊彦白宝山冯绍闵等退常州（直鲁军甫到常州，即折回南京，上海毕庶澄军亦奉

张宗昌电令西退，毕不遵命）。

丙、攻豫奉军东路发生变化，已降奉军之毅军师长张继武突向奉军于珍袭击，于即退出开封，

渡河北退，损失极重。

丁、俄大使馆四次向北京外交部抗议张宗昌扣留俄轮，拘捕俄人，认此举为侮辱苏俄。

戊、蒋总司令自南昌抵九江。

３﹐１７（二，一四）

甲、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

（二）统一财政及外交案，（三）令外部抗议英兵在芜湖登岸，（四）以王法勤代陈其瑗为中

央党部商民部长，（五）通过湖南省民会议大纲案，即闭会（又曾任段祺瑞执政府之财政总

长贺德霖代表冯玉祥来汉口被捕，是日共产党人力主处以死刑，徐谦等反对）。

乙、革命军江右军第一（第六军杨杰师）第三（第二师贺耀组）纵队败直鲁军孙宗先军，占

当涂。

丙、攻豫奉军中路军占领郑州，吴佩孚西退巩县，靳云鹗南退新郑。

丁、南京东南大学被直鲁军搜查，捕杀学生二人，并续向学校当局索五人。

３﹐１８（二，一五）

甲、革命军东路军第二纵队（二十六军周凤岐）

败周荫人军于金山卫，周部退向上海，江苏内河水警统领何嘉禄助革命军作战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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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受钮永建运动，被任革命军独立第十六师）。

乙、武汉群众游行，有呼【打倒蒋介石】【驱逐陈果夫】口号者。

丙、革命军江左总指挥李宗仁自汉口到安庆。

丁、孙传芳自南京往扬州。

戊、北京外交总长顾维钧与日使芳泽谦吉会谈修约问题，主两国必须有实在之平等。

己、长沙美领事函交涉员，放弃美人为原告，华人为被告时华美诉讼之出庭参与权。

庚、长沙县党部请停止祀孔。

辛、清修德宗（光绪）实录成。

３﹐１９（二，一六）

甲、革命军东路第一纵队（薛岳刘峙师）占松江，第三纵队（严重师李明扬旅）占吴江，毕

庶澄败退。

乙、江右军第二纵队（鲁涤平）占溧水，第三纵队（贺耀组）占当涂。

丙、英军在上海登岸。

丁、奉军张学良自豫回北京，报告战事，杨宇霆主慎重。

戊、陈独秀在上海召集各工团代表会议罢工。

己、北京财政部发现安格联串同现任总税务司易纨士擅汇关余四百万元于英国汇丰银行，偿

付德发债券。

庚、北京政府欠发驻外使领经费已二十个月，比奥各使多离职或请假。

３﹐２０（二，一七）

甲、国民政府新委员就职，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五人为常务委员。

乙、革命军东路军第一、第二纵队自松江占领闵行，向上海进迫，第四、第五、第六纵队占

领常州、丹阳（孙传芳军郑俊彦白宝山等退向江北），何应钦即令第四、第六两纵队向南京

前进，第五纵队向上海前进。

丙、江右军开始秣陵关江宁镇之全线攻击，与直鲁军徐源泉、王栋激战。

丁、上海总工会召开全上海劳动者紧急代表大会，议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政府。

戊、蒋中正自九江到安庆，委李宗仁为安徽省政府主席（昨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到安庆，

亦曾传武汉之命，任李为安徽主席）。

己、北京军警搜查党人，逮捕各校学生百余名（被拘禁者四十三名）。

３﹐２１（二，一八）

甲、革命军东路军第二纵队第一军第一师薛岳协同便衣队别动队占领上海龙华，正午，上海

再度总罢工，武装暴动，夺取警察署枪枝向闸北一带直鲁军进攻（共产党人汪寿华、周恩来、

顾顺章、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等策动），毕庶澄与革命军正在接洽投诚，仓皇逃入租界，

租界当局即将各路口预设之铁网关闭，由大队外兵（约一万六千余人）布防，华租两界交通

断绝。

乙、东路军第三纵队（严重师）占苏州。

丙、无锡、昆山均为革命军占领，松江上海间直鲁军万余全被缴械。

丁、革命军江右军击破直鲁军徐源泉王栋等部，第三纵队贺耀组占领陶吴镇、秣陵关，第一

纵队杨杰占领江宁镇，第二纵队鲁涤平占领湖熟镇。

戊、奉军与靳云鹗军激战于郑州之南。

己、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开始办公，徐谦任革命军事裁判所长。

庚、中央政治会议（一）指定陈启修为秘书长，（二）派吴敬恒、钮永建、杨铨、白崇禧、

张曙时、侯绍裘、汪寿华组织上海政治分会，（三）指定孙科、顾孟余、陈友仁、宋子文、

徐谦为外交委员会委员，研究上海方面外交，（四）指定郭沫若为上海军队中之政治工作指

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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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伦敦、华盛顿、莫斯科对沪案均有重大讨论。

３﹐２２（二，一九）

甲、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驻上海龙华，派第一师薛岳部击溃闸北与武装工人相

持之直鲁军毕庶澄部，一部分直鲁军图冲入租界，被外兵击毙数百人（被英日军缴械者约三

千余人），革命军完全占领上海。

乙、革命军东路军第四、第六两纵队占领镇江。

丙、托洛斯基提出警告，中国革命愈胜利，对共产党之地位愈危险。

丁、革命军江右军第三纵队破直鲁军于南京西南之板桥镇马石山，第二纵队占淳化镇殷巷。

戊、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要求撤退上海外兵，磋商收回公共租界。

己、武汉国民政府又派陈友仁、孙科、宋子文赴上海处理一切，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副主

任郭沫若赴上海组织分部。

庚、共党操纵之上海市民代表会第二次会议，举临时市政府委员十九人（白崇禧、钮永建、

杨杏佛、罗亦农、汪寿华、虞洽卿、陈光甫、王晓籁、郑毓秀、林钧、谢福生、侯绍裘、王

景云、王汉良、李泊之、何洛、丁晓先、陆文韶、顾顺章）。

辛、广州政治分会制定解决工商纠纷办法六条。

壬、湖北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汉口开幕（４﹐８闭幕）。

癸、张学良、韩麟春在郑州通电劝息争御外。

子、香港英人派军舰赴稔山（比亚斯湾）借口剿捕海盗，尽毁湾中小船，并焚烧岸上十余村

庄。

３﹐２３（二，二○）

甲、南京附近之直鲁军纷向雨花台、下关溃退，革命军江右军之第六军第十九师于下午六时

占领南京城。

乙、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开始取缔上海之便衣军及别动队，上海全市开欢迎北伐

军大会，到者约五十万人，工人复工，商店开市。

丙、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一、派程潜、何应钦、鲁涤平、钮永建、柳亚子、李富春、林祖涵、

侯绍裘、张曙时、李隆建、江董琴、顾顺章、高尔柏等为江苏政务委员会委员（程为主席）。

二、要求撤退上海外兵，指导民众作广大宣传。

丁、安庆反共派与共产派冲突，捣毁共产党主持之党部、工会及第六军政治部。

戊、天津收回英租界问题发生困难（二十日中英开始谈判）。

己、广州开促汪兆铭销假大会。

３﹐２４（二，二一）

甲、本日晨九时，进入南京之革命军第二、第六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

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均共产党员），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宅、

学校、医院，英领事 H。
Giles受伤，金陵大学副校长（美人）文怀恩及震旦大学预科校长（义人）及法人一、英人

二遇害。下午三时半，下关英美军舰即向城内开炮数十发，死伤中国官兵平民三十余人（３

﹐２５上午终止）。外人均登舰赴沪。

乙、镇江英领事自动于是日将租界管理权交还中国，撤退巡捕，即由警察商团维持秩序。

丙、上海租界仍以铁丝网封闭各路口，仅留一二处以通华界，并发布更严厉之戒严令。

丁、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率第四纵队到南京。

戊、江北孙传芳退清江浦，扬州之张国威旅、泰州之张中立旅均投诚于革命军（张国威部多

被孙军缴械）。

己、河南靳云鹗部师长高汝桐率铁甲军反攻郑州，为奉军所击毙，靳军退许昌。

庚、阎锡山、冯玉祥、靳云鹗设立联合办公处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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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二，二二）

甲、上海各国领事与白崇禧会晤，白表示收回租界及取消不平等条约，将避免武力而由外交

手续办理（时上海外兵已到二万人，尚陆续开来，总工会因共产党之煽惑，有冲入租界之意，

形势颇为紧张，白力避与外兵冲突）。

乙、蒋中正过南京，令何应钦、程潜、鲁涤平、贺耀组四军长在南京镇慑，恢复秩序（传程

潜以共党林祖涵谋加害蒋中正，劝暂勿登岸）。

丙、程潜通电报告事变经过，各国领事驻军舰办公。

丁、汉口英美总领事向外交部抗议南京事件。

戊、杭州发现打倒蒋介石、张静江标语。

己、中政会商定以徐谦、孙科、邓演达、李汉俊、孔庚、恽代英、董用威、宋子文、邓希禹、

张国恩、詹大悲为湖北省政府委员，李宗仁、光升、常恒芳、朱蕴山、高语罕、朱克靖等为

安徽省政府委员（李为主席）。

３﹐２６（二，二三）

甲、蒋中正到上海，声明南京事件不扩大，不以武力收回租界（

时已截获鲍罗廷致上海俄人 D。Owravsky 电）。

乙、北京公使团商南京事件，英使主强硬行动，日使主沈静（是日英、日阁议对南京事件均

有讨论）。

丙、广州交涉员向英领事抗议英军在稔山之惨暴，及侵略中国主权之行为。

丁、革命军第一师长薛岳布告保护上海总工会（３﹐２４别动队曾与工人纠察队冲突，被第

一师制止）

。

戊、武汉中央党部会计科报告，每月经费定为三十万元（自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５﹐８每月支

出二万元，广东统一后为五万元，旋增至为十万元，１９２６﹐１为十一万元）。

己、武汉中央政治会议令冯玉祥、于右任等组织西安政治分会，处理西北政治。

庚、武汉中央常会免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段锡朋、周利生、程天放、王礼锡、洪轨等职，派

刘一峰、李松风、方志敏、李尚庸、邓鹤鸣等为筹备委员。

辛、冯玉祥委吴新田为国民联军第十六路总司令。

３﹐２７（二，二四）

甲、武汉国民政府派宋子文到上海，办理江浙财政，非宋经手，概不承认（抑制蒋中正），

又任命程潜、唐蟒、王均管理南京、九江、南昌卫戍事宜。

乙、上海民众补行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及欢迎蒋中正并北伐军大会，谣传武装工人袭击租

界，华界租界交通完全断绝。

丙、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召开上海工人代表大会，检阅纠察队，要求收回租界，肃清一切反

动派，工兵合作，挽留薛岳之第一师驻扎闸北（反对刘峙之第二师接防）。

丁、渤海舰队【海圻】舰袭击吴淞，被炮台击退，上海军舰一艘被俘。

戊、攻豫奉军东路反攻，复占开封，将毅军缴械（毅军从此消灭）。张作霖令前敌将领劝吴

佩孚回郑州。

己、张作霖告日本记者，倘蒋介石能驱逐南军中之俄人，南北不难妥协。

庚、中政会改东南大学为东南中山大学，派吴敬恒、杨铨、柳亚子、侯绍裘、经亨颐、顾孟

余、郭沫若为筹备委员。

３﹐２８（二，二五）

甲、南京事件因外人通讯社之过分宣传，江西、湖北、四川外侨纷纷避迁，日美续向上海增

兵。

乙、鲍罗廷向政治会议提议发表宣言，要求撤退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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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上海日领事晤蒋中正。

丁、日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美大使MacVeagh，渠相信蒋中正坚决反对排外暴行，南京事

件为激烈份子所煽动。

戊、直鲁军褚玉璞部旅长王金韬在滁州响应革命军。

己、李宗仁到上海，晤蒋中正（何应钦以无力控制第一军，请辞，蒋亦拟辞，李持不可，劝

蒋撤第一军师长薛岳、严重职）。

庚、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离安庆回南昌。

辛、革命军第十七军副军长杜起云占领扬州。

壬、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李煜瀛、蔡元培、张人杰等在上海会商【护党救国运

动案】。

癸、传上海工人纠察队有被缴械之说，上海总工会要求蒋总司令予以制止。

子、中国共产党发表【为上海巷战告全世界工人】及【告全国工人】书，拥护总工会纠察队。

３﹐２９（二，二六）

甲、上海市民代表会所选举之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得武汉方面正式任命）拟举行就职典

礼，以内部国共两派冲突，蒋中正令暂缓办公。

乙、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郭沫若、林祖涵自汉口赴上海南京，设总政治部办事处。

丙、以安徽省党部被捣毁，武汉令李宗仁朱培德保护。

丁、北京警察继续拘捕学生三十余名。

戊、英政府对南京事件，准备于要求不遂时，采强硬行动。

３﹐３０（二，二七）

甲、蒋中正命白崇禧宣告上海水陆戒严。

乙、蒋中正对日本记者谈话，宁案将组织委员会，公开调查，对外舰发炮另提抗议，并保证

不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

丙、共产党员宣中华领导之杭州总工会与【金衢严处职工联合会】冲突，互有伤亡。

丁、武汉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扩大农民运动，由粤、湘、鄂、赣农民协会及河南武装农民自

卫军代表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筹备组织全国农民协会，推邓演达、毛泽东、谭延闿、谭平

山、徐谦、孙科、唐生智、张发奎、彭湃、易礼俗、陆沈、萧人鹄、方志敏为临时执行委员。

３﹐３１（二，二八）

甲、陈友仁向汉口英领事当面抗议英舰炮击南京事件。

乙、白崇禧电武汉中央，谓已商得李宗仁、胡宗铎、夏威同意，此后政治、军事、财政、外

交均归中央主持，并欢迎汪兆铭返国领导。

丙、武汉军事委员会接收总司令部及武汉行营。

丁、戴传贤自日本返抵上海。

戊、杭州总工会策动工人学生游行，军警予以制止，逮捕多人。

己、张作霖再派代表往山西疏通阎锡山（阎表示对奉妥协）。

庚、北京政府公布优待比侨办法。

辛、重庆英领事及炮舰撤退。

壬、刘湘、王陵基武力解散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召开之市民大会，封闭省党部、农

民协会、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击毙共产党首要杨闇公、陈达三、漆南勋、冉钧等。

癸、康有为在青岛病卒，年七十岁（１８５８至１９２７）。

４﹐１（二，二九）

甲、北京公使团会议多数赞成日本不用武力调查南京事件之主张，对天津租界警备亦有讨论。

乙、武汉宣布上海外交政策：（一）要求撤退外兵，（二）谈判收回租界。

丙、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一）鲍罗廷提议，发表：１对日、英民众宣言。２由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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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代表对世界工人阶级宣言。３对本国民众宣言。４对武装同志宣言（３﹐４两项应加入

打破反动派与帝国主义者妥协阴谋一层意见）。由陈友仁、顾孟余、陈公博起草。（二）承认

上海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如军政长官有任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三）重庆

卫戍司令王陵基于三月三十一日压迫市民大会，予以撤职，交刘湘查办。（四）改组江西省

政府，以朱培德代李烈钧为主席，姜济寰、刘芬、张国焘、王均等为委员。

丁、湖南审理土豪劣绅法庭成立。

戊、汪兆铭自莫斯科回抵上海，蒋中正、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等来晤。

己、第三国际代表鲁易（印度人）偕谭平山自广州抵长沙，受热烈欢迎。

庚、卢香亭因与孙传芳意见不合（卢主截击直鲁军），自江北回天津。

４﹐２（三，一）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古应芬、李煜瀛、李宗仁、黄绍竑、

陈果夫在上海开全体紧急会议，蔡元培主席，由吴敬恒正式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

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案，并由各委员报告共产党在湘鄂赣皖浙沪不利于国民党

之行为，当即决议将首要各人咨中央执行委员会，以非常紧急处置，就近知照军警暂时分别

看管或监视，免予活动，南京上海开始清党运动（传武汉拟罢免蒋中正职）。

乙、李济琛、黄绍竑分自粤桂到上海，与蒋中正会商应付共产党及时局办法。

丙、蒋中正解散第一军第一、第二师政治部。

丁、冯玉祥电武汉，表示中立。

戊、江西共产党方志敏等联合驻防南昌之第三军朱培德部第七师师长王均、教导团长朱德，

捣毁省党部、教育厅，逮捕教育厅长程天放及省党部委员罗时实等。

己、武汉中央常会扩大会议议决：一、令蒋总司令克日离沪赴宁，专任军事。二、第一军第

二师长刘峙及李济琛免职查办。三、上海交涉员郭泰祺永远开除党籍，予以查办。

庚、武汉中政会设置土地委员会，商解决土地问题（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邓演

达为委员）

。

辛、英舰护送商船经湖北秭归，不服驻军检查，以机关枪射击，死伤驻军二十余人。

壬、日本政友会抨击日政府对南京事件处置软弱。

４﹐３（三，二）

甲、汪兆铭与蒋中正会晤于上海孔祥熙宅（由孔夫人宋蔼龄居间斡旋），决定由汪制止武汉

派之反蒋运动，免鲍罗廷职，蒋允通电所有党务政治均由汪负责，统一于中央，本人专心军

旅，对汪完全服从（是日汪又晤胡汉民，告以暂不执行武汉命令，各省有权惩治不法份子，

党务问题定于４﹐１５在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解决）。

乙、上海总工会限令各级工会于４﹐５前赴总工会登记。

丙、上海工会联合会成立（对抗上海总工会）。

丁、汉口日水兵杀死人力车夫刘丙戍，激动公愤，捕日商人四，水兵六。日水兵二百余登岸，

开机关枪三次，死华人十，伤八十（日人死二）。日侨撤退。

戊、福州举行拥蒋（中正）护党大会，主肃清跨党份子。

己、程潜离南京西去武汉（是日蒋中正委程潜为南京卫戍司令）。

庚、上海公共租界以补英兵防护为名，将增收华人巡捕捐二成五，各团体抗缴。

辛、苏俄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等争论中国问题（４﹐１６闭会）。

壬、第三国际代表鲁易偕国际工人代表团抵武汉。

４﹐４（三，三）

甲、汪兆铭电告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回国，又与蒋中正等会商党务、政治办法：（一）

宣言合作，勿趋极端，（二）汪复职以前武汉命令无效，（三）纠正各团体不合正轨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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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刘少奇等召开之湖北总工会代表大会判处郭聘伯、袁子英、卢士信等八人死刑（罪状是

反革命工贼，４﹐１４复由人民审判委员会判决）。

丙、武汉卫戍司令唐生智向日总领事道歉，请日水兵撤退无效（

日本对华政策已趋强硬）。

丁、驻南通之孙传芳军师长李宝璋与革命军接洽投诚。

４﹐５（三，四）

甲、汪兆铭与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在上海联合发表告两党同志书：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

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之需要，无产阶级独裁不致发生，国民党不怀疑联共政策，彼此应

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事事协商进行。

乙、汪兆铭、蒋中正、李济琛、柏文蔚、李宗仁、宋子文、黄绍竑、白崇禧、蔡元培、吴敬

恒、李煜瀛、古应芬、甘乃光等在上海会议，吴对汪与陈独秀宣言有所质问，议决十五日在

南京开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并规定临时办法四条：（一）由汪通知陈独秀停止共党活动，

（二）暂时否认武汉政府暨党部命令，（三）

各党部团体及军队由负责人自行纠正，（四）工人纠察队及其它武装者应服从总司令指挥，

否则认为反革命行为，严行取缔。

丙、蒋中正下令封闭自武汉迁来上海之总政治部（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江东琴免职，以陈群继

任）。

丁、于右任派代表邹均赴汉口，报告党政军状况，并请示西北之政略军略（５﹐１７邹正式

提出报告）

。

戊、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电令蒋中正克日赴宁，专任军事，在未得政府命令以前，勿发表外

交意见，一切交涉，由政府直接办理，并欢迎汪兆铭来汉。

己、第六军军长程潜及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自南京秘密到汉口。

庚、朱培德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以朱德为南昌公安局长，李烈钧东走浙江。

辛、直鲁军第八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因前在上海与革命军接洽，被张宗昌、褚玉璞枪

毙于济南。

壬、湖南特别法庭成立，惩治土豪劣绅（各县均设置）。

癸、武汉当局允释被捕日人。

子、日本阁议决将中国内地日侨完全退集汉口。

丑、斯大林告苏俄共产党，继续利用国民党右派势力以对抗帝国主义。

４﹐６（三，五）

甲、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七时北京军警得公使团之许可，搜查俄国大使馆及远东银行、中东铁

路办公处，捕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六十余人（内有国民党人路友于等），检出关系苏俄赤化中

国之重要文件多起（是晚公使团曾有形式上抗议搜查行动逾越范围）。

乙、汪兆铭离上海赴武汉（临行致书张人杰，建议于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

丙、武汉国民政府改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团军总司令（削蒋权力），冯玉祥为第二集

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程潜、李宗仁、唐生智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总指挥，朱

培德为总预备队总指挥，均归第一集团军统辖。

丁、武汉中政会（一）指定陈启修、郭沫若、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颂尧、刘伯承、邓锡

侯、廖划平、杨闇公（已死）、李筱亭、刘公潜、向成杰为四川政务委员会委员，（二）欢迎

汪兆铭来汉，（

三）鲍罗廷提议欢迎第三国际代表鲁易出席中央常务委员会。

戊、日外相币原与英大使会谈南京事件，反对实力制裁。另训令芳泽公使，循外交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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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蒋中正拟四路北伐，以程潜统第一路，由津浦路进攻，李宗仁统第二路，由皖北进攻（李

之江左军因武汉不发饷弹，未能依最初计划进展），唐生智统第三路，由京汉路进攻，何应

钦统第四路，由扬州沿运河进攻（此计划未完全实现）。

庚、上海总工会召集武装工人纠察队，举行检阅及授旗礼（总队长为顾顺章）。

４﹐７（三，六）

甲、顾维钧向俄方抗议收容共产党人，俄代办齐尔内赫亦向顾维钧抗议侵犯使馆尊严。

乙、公使团同意继续搜查俄大使馆（４﹐８又延缓一日）。

丙、天津法租界俄商店亦被搜查，上海俄领事馆为租界工部局监视。

丁、蒋中正电慰北京俄代办齐尔内赫。

戊、苏俄宣称，英国为搜查俄大使馆之主要教唆者。

己、上海总工会召集各工会代表大会，议决拥护纠察队武装。

庚、福州反共派胜利，共产派许素云等被捕。

辛、武汉政治会议推陈友仁、孙科、徐谦、顾孟余、邓演达组织对日外交委员会，不改变对

日友好政策（时日兵登岸布防，日租界交通断绝，工人失业者万余，日本决定对武汉之经济

封锁政策）。

壬、鲍罗廷计划夺取南京，煽动革命军内变。

４﹐８（三，七）

甲、武汉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紧急政治会议所提之【为应付目前严重时局，将中央党部及国民

政府迁往南京案】（此系昨日鲍罗廷所决定）。

乙、汉口工人反日大会，要求撤退日本水兵，拍卖日本商店货物，救济失业工人，接管日本

工厂（刘少奇领导）。

丙、侯绍裘、张曙时、许苏魂等以江苏省党部名义在南京召开欢迎汪兆铭大会。

丁、山西阎锡山下三令：（一）信服三民主义。

（二）宣布太原戒严，严禁暴徒（共产党）扰乱治安。

（三）取消地亩捐。

戊、前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所任命之上海政治委员会在上海宣告成立。

己、江北孙传芳军郑俊彦、段承泽、崔景溎师复占扬州，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二师退回镇江。

另枝孙军（李宝璋白宝山师）占南通。

庚、英军舰在镇江江阴间与守军冲突，开炮八十余响，陆上炮台营房被毁。

辛、段祺瑞等自天津赴大连。

壬、上海银行公会成立。

４﹐９（三，八）

甲、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张人杰、古应芬、陈

果夫联名发表救党护国通电，指斥武汉中央联席会议以来之种种谬举，历举不合者二，可痛

心者十一，谓其别具肺肠，妨害大局（原文长万余言）。

乙、蒋中正自上海赴南京，在上海之第一第二两师均调赴南京，以第二十六军周凤岐接防，

任白崇禧周凤岐为淞沪戒严正副司令，并通电斥邓演达以跨党投机份子把持总政治部，淆惑

军心、背叛主义、破坏革命阵线。

丙、四川各军长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通电反共。

丁、江苏省党部共产派戴盆天（农民部长）、黄竞西（商民部长）、高尔柏（宣传部秘书）等

被捕。

戊、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毛泽东任组织部长，邓演达为宣传部长，彭

湃为秘书长（定７﹐１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己、冯玉祥电武汉请恢复长江交通，并愿向南京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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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宋子文奉武汉命令在上海设立江浙财政办事处（蒋中正已另设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

宋之办事处不数日即撤销）。

辛、苏俄外交委员长利瓦伊诺夫向中国驻俄代办郑延禧抗议搜查俄使馆事件，要求交还文件

及被夺财产，释放被捕人员，声明召回驻北京之代使，仅留领事，谓此事乃帝国主义者之教

唆，藉以诬蔑苏俄，北京政府已成帝国主义之工具。

４﹐１０（三，九）

甲、江苏省党部（共产党张曙时、侯绍裘等）在南京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及肃清反动派大会，

并向总司令部请愿（是日侯绍裘、文化震等被捕）。

乙、汪兆铭自上海到汉口。

丙、英军用飞机在上海江阴间飞行，上海英兵又越界搜查大夏大学，交涉员郭泰祺向英领抗

议。

丁、警备长江南岸之革命军，自上海至芜湖由第二十六军（周凤岐），第十四军（赖世璜），

第十七军（曹万顺），第一军（何应钦），第四十军（贺耀组）

，第三十七军（陈调元），第七军（李宗仁），新编第五军（叶开鑫）分段担任，海军警戒江

面，合肥一带，由三十三军（柏文蔚）及暂编第十一军（马祥斌皖军，即独立第五师）防守，

第十军（王天培）驻安庆。

戊、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在汉口成立（鲁易所促成，包括中国、印度、朝鲜、台湾、安南、

缅甸、蒙古代表，４﹐２２武汉政治委员会增设东方局）。

己、上海报纸明白攻击武汉之徐谦、邓演达等。

４﹐１１（三，一○）

甲、英、美、法、日、义五国公使为南京事件令上海汉口领事分别向蒋中正陈友仁提出联合

要求：（一）处罚负责之指挥官，及关系者全部，（二）由总司令以书面道歉，并保证将来对

于外人生命财产无论以任何形式，均不得为侵害骚扰之事，（三）杀伤及损害之完全赔偿，

如无满意答复，将采适当手段（因日美反对，未限期答复）。

乙、日本劳动组合同盟会国大会议决准备承认中国新政府。

丙、阎锡山改称晋绥总司令，统治晋绥两省军民两政。

丁、武汉鲍罗廷、彼得满夫，及徐谦、李立三等会议谋害蒋中正等。

戊、刘科夫在俄罗斯苏维埃会议演说，抨击北京外交团教唆搜查俄大使馆，藉以挑起中俄战

争，并指摘偷入伪造文件。

己、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原名何景亮，化名何松林，中共首要）为帮会领袖杜月笙、

张啸林等所诱捕处死（一说汪于４﹐１５被枪决）。

庚、叶德辉在长沙被杀（叶生于同治三年正月十四日，曾撰对联【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

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豖，都是畜牲】，诋毁农民协会，为共党易礼俗率

众所杀。时湖南共党应用审判土豪劣绅条例，【紧急时不经审判，由民众径行处理】

条文，日毙富绅数十人）。

４﹐１２（三，一一）

甲、上海共进会（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陈群、王柏龄所组织）会员及右派工人

进攻总工会纠察队（由张伯岐指挥），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强制纠察队缴械（纠察队总指挥顾

顺章及周恩来一度被捕），总工会即召集工人大会，举行示威游行，请愿发还枪械，并夺回

总工会及纠察队指挥部办事处（陈独秀、彭述之等旋赴武汉，上海由陈延年、施英（即赵世

炎）、罗亦农、周恩来、顾顺章负责，不久赵世炎被杀）。

乙、白崇禧通电查封上海环龙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之中央党部。

丙、广西南宁开始清党，共产党首要梁六度等被捕。

丁、杭州、宁波、无锡等处工人纠察队同被军队缴械，并拘捕工会主要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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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武汉国民政府任唐生智、冯天柱、邓寿荃、张翼鹏、夏曦等为湖南省政府委员。

己、汉口举行欢迎汪兆铭大会，汪发表演说，高呼【革命的向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庚、北京当局开始发表在俄使馆搜出之文件，内有苏俄军事家及密探之中国军事报告。

辛、北京警察厅释放被捕学生十九人。

壬、津浦铁路前线之革命军第二军向湖北西撤，直鲁军程国瑞、王栋部乘机占滁州乌衣，白

俄军冲至浦口，同时许琨围攻合肥。

４﹐１３（三，一二）

甲、上海总工会为纠察队缴械事，下令总罢工，并向第二十六军及第二师司令部求释放被捕

工人，发还枪械；与军队冲突，死伤工人百余，总工会会所再度被军队占领（同时工会联合

会宣言总工会为共产党操纵，请工人改入该会）。

乙、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成立（反共产党）

，上海黄金荣、杜月笙等之【中国共进会】复兴，助军事当局，逮捕共产党（黄在上海颇具

一种潜在势力，昨日协助军队攻击总工会之右派工人多属之）。

丙、第三国际代表鲁易电劝蒋中正勿在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并

愿与面晤。

丁、新疆杨增新报告已与俄国成立局部协议。

４﹐１４（三，一三）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蒋中正、柏文蔚、萧佛成，监察委员吴敬恒、张人杰、

蔡元培、李煜瀛、邓泽如、陈果夫等在南京举行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预备

会，由胡汉民任主席。

乙、武汉外交部长陈友仁分别驳覆日、义、法、英、美五国通牒，主由组织国际调查委员会，

调查后再行交涉，并对英提出五卅、沙面、万县三案，对法提出参与沙面炮击案，主一并加

以调查；对日盼勿参加各国行动，允赔偿南京日方损失。又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及派员解决

各种问题。

丙、第三国际诋蒋中正为叛徒、帝国主义匪党之同盟、革命国民党之敌人、工人阶级及共产

国际之敌人。

丁、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派员接收市党部，白崇禧派兵查抄市政府及各工会。

戊、湖北人民审判委员会以反革命工贼罪处郭聘伯、袁子英、卢士信等八人死刑（郭等三人

均为反共之国民党员）。

己、西山会议派中央党部致书吴敬恒等，指斥既清党而同时仍主联俄及打倒西山会议派之非。

庚、河南靳云鹗向许昌奉军反攻，又失败。

辛、山东直隶赴东三省难民日多，哈尔滨一处每日平均约四千人。

４﹐１５（三，一四）

甲、上海方面之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南京举行，以人数不足，

改开谈话会（决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乙、武汉中央常务会议，扩大会议商对南京问题。

丙、第四军军长兼总参谋长李济琛回广州，本日与古应芬、李福林、陈孚太、邓彦华组织特

别委员会，任钱大钧为戒严司令，派兵向各共产党机关进攻，击败工会纠察队、铁路工人及

农团军，封闭工会机关二百余处，逮捕二千余人，汕头方面亦有同样举动（共产党广东农军

总指挥罗绮园及各路指挥彭湃、龚楚等谋夺取广东之计划失败，北走，韩麟符逃武汉，刘尔

松、李森、萧楚女等被捕）。

丁、李景林在天津日租界密谋起事，被日领事劝告离去，天津军警搜查日轮未获，日方提出

抗议。

戊、英驻日大使要求日本向华北增兵两师团（４﹐２６日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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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英美军舰因商轮为浦口直鲁军枪击即联合向北岸发炮。

４﹐１６（三，一五）

甲、汪兆铭在汉口通电，诋斥蒋中正等在南京之行为。

乙、在南京举行之中央委员谈话会决定即开中央政治委员会。

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连日讨论北伐问题，决依鲁易主张，巩固革命基地，联络冯玉祥，

使其控制陇海铁路，暂缓北伐。

丁、汪兆铭召开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共党为张国焘、瞿秋白及鲍罗廷、鲁易），演说中国

革命应做到类似俄国之十月革命。商应付现在时局方法，决定合组【革命委员会】（一说陈

独秀于４﹐１４自上海到汉口）。

戊、北京外交部令驻俄代办拒绝俄政府１０﹐９抗议，谓使馆内不能容许组织助长所驻国内

乱机关，俟搜出之宣传共产文件翻译完毕后，再提严重抗议。

己、蒋中正对记者谈话，外交问题须以平等精神解决。

庚、奉军占河南临颍，俘靳云鹗部师长刘培绪。

４﹐１７（三，一六）

甲、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议议决：（一）明日起，国民政府在南京办公。（二）推胡汉民为国

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三）以钮永建为国民政府秘书长。（四）以吴敬恒

为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为副主任（出席委员为蒋中正、胡汉民、张人杰、柏文蔚、吴敬恒、

陈果夫及新任之蔡元培、李煜瀛等）。（五）派张人杰、蒋中正、蔡元培、何应钦、周凤岐、

庄松甫、马叙伦、陈其采、蒋梦麟、邵元冲、朱家骅为浙江政治分会委员。（六）任马叙伦、

陈其采、蒋梦麟、朱家骅、周佩箴、程振钧、阮苗伯等为浙江省政府委员（

分兼民政、财政、教育、农工、土地、建设、司法厅长，寻另以周凤岐兼军事厅长）。

乙、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开除蒋中正党籍，免去本兼各职，并通缉惩办，第一集团军全

部由军事委员会指挥。

丙、武汉政府发布现金集中令，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纸币，均不兑现，查封各银行现洋

约四百万，禁止使用及出口（各地银行与武汉断绝关系）。

丁、浦口之直鲁军与江南之革命军互相炮轰（此后十余日每日必战），靖江之孙传芳军偷渡

未成，双方夹江相持。

戊、美国巡洋舰过江阴上驶，被北岸孙传芳军枪击，美舰即向两岸发炮百余响。

己、上海租界共到外兵已四万余人（英兵约占五分之二），陆续开来者尚多。

４﹐１８（三，一七）

甲、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蔡元培代表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发表建

都南京宣言，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与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宁汉正式分裂（南京

国民政府第一号命令为通缉共产党首要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

谭平山、恽代英、毛泽东、董用威（必武）、罗亦农、于树德、张国焘、高语罕、李立三、

瞿秋白、侯绍裘、林彪、周恩来、郭沫若、章伯钧、陈启修、詹大悲、李汉俊、方志敏、彭

述之、沈雁冰、施存统、张太雷、邓颖超等一百九十七人）。

乙、南京国民政府及蒋总司令分别发表告全体将士书。

丙、李济琛派海陆军包围黄埔军官学校，拘捕共产党人二百余。

丁、武汉中政会通过（一）宣告蒋中正罪状及宣言案。（二）免李济琛之第四军长，以张发

奎继任。（三）免刘文岛之第八军副党代表。（四）任刘伯承为暂编第十五军长。（五）免刘

湘、赖心辉职，由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刘伯承收编其部队。（六）拿办王陵基、

吕超、石青阳、向传义。（七）任高语罕为第二十军党代表兼四川党务特派员（共党拟取四

川，刘伯承、高语罕均共党党员）。

戊、武汉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共产党依鲍罗廷、陈独秀主张，赞成继续北伐（谋入河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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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联合攻取北京，再进攻南京）。

己、北京英美法日义五公使集议陈友仁之宁案覆牒，英国主封锁长江，日本表示和缓，各国

对二次通牒未能一致。

庚、蒋中正公布上海劳资调节条例十五条。

４﹐１９（三，一八）

甲、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因武汉方面之委员不到，迄未开成，蒋中正蔡元培等电请

汪兆铭来南京。

乙、武汉国民政府举行誓师北伐典礼（张发奎为第一纵队司令，辖第四、第十一军当右路，

刘兴为第二纵队司令，辖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当中路，魏益三为第三纵队司令，辖豫南之

贺国光、庞炳勋、梁寿恺、任应岐当左路）。

丙、陈独秀自上海到汉口，汪兆铭孙科迎之。（？）

丁、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蒋中正。

戊、上海及江浙一带均有庆祝建都南京恢复党权之大会，主肃清共产党，驱逐鲍罗廷，通缉

徐谦邓演达等。

己、北京俄代理大使齐尔内赫率馆员回俄。

庚、武汉方面为搜查俄使馆事件发表宣言。

辛、北京开始发表搜查俄使馆所获文件。

壬、日本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大将组阁（翌日发表声明，盼中国人以合理方法达成其希望。

对于共产党问题，准备与各国取一致行动）。

癸、英外相电蓝浦生，英国祇打击中国之极端派而非蒋介石。

４﹐２０（三，一九）

甲、张作霖派赵欣伯赴日本，与新首相田中义一接洽。

乙、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成立，田中自兼外相。

丙、武汉政治会议通过鲍罗廷之【战略退却案】

，保护外人商业财产，以缓和内外情势。

丁、中日新约尚未成立，旧约延长六个月之有效限期今日届满，再展三月。

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拥护国民党对于蒋中正之处分。

己、广州失败之工人纠察队逃往江北，联合农自卫军及第二军教导师陈嘉佑部集中清远、乐

昌、曲江，准备入湘，李济琛派队往攻。

庚、邹鲁函吴敬恒，抗议对西山会议派之压迫。

辛、南京陆海军将领会议，议决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

４﹐２１（三，二○）

甲、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中国革命的前途】（即斯大林大纲，或中国革命问题大纲），

第一阶段为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第二阶段为由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向劳动者及农民群

众的革命（土地革命），断然将国民党右派逐出，至消灭为止。但目前不应建立苏维埃政权，

共产党不应自国民党中退出。

乙、武汉中政会通过鲍罗廷组织特别委员会，执行革命纪律，裁判违反革命纪律之工人（因

南京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鲍罗廷改取缓和政策，以减除危机）。

丙、英巡洋舰二艘到汉口（时武汉外国军舰已达三十五艘）。

丁、南京中央党部继续在南昌开第八十五次常务会议。

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继续广州军事委员会，开始办公。

己、广东海丰陆丰之共产党农民大杀国民党员。

庚、日本无产政党及无产团体代表参加中国国民党驻日总支部集会，并组织对华非干涉同盟

准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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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英美法义日五国使馆卫兵占领北京俄使馆。

４﹐２２（三，二一）

甲、武汉国民政府任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未就）。

乙、汪兆铭通电否认南京会议。

丙、张宗昌在山东再征军事特捐一千万元。

丁、日首相田中义一声明，不许共产党在中国活动。

戊、汉口第三国际代表鲁易宣言抨击蒋中正。

己、蒋中正电鲁易勿听一面之词。

庚、收回天津英租界之进行中止，仅修改租界章程，增加中国董事五人。

辛、武汉国民党为搜查俄大使馆事，宣言斥责北京外交团。

４﹐２３（三，二二）

甲、南京国民政府任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古应芬代理财政部长，王伯群代理交通部长。

乙、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陈友仁与日代表开始谈判日商复业问题，允许保障日商生命财产（日

租界仍增设防御，日舰到者已十六艘）。

丙、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为４﹐１２上海事件发表宣言。

丁、中国青年党领袖曾琦在上海醒狮周报发表【国共两党决裂后吾人对国民党之态度及忠

告】，盼合作（时国民党希望青年党人加入国民党，七月，青年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

定仍反对党治。时青年党与孙传芳、张作霖联络，有人任教于济南华庄孙之军官学校及东北

讲武堂）。

４﹐２４（三，二三）

甲、杨树庄、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四月二日监察委

员之决议，否认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决议及所产出机关之一切命令，打倒

共产份子，一致完成北伐。

乙、蒋中正委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为南京戒严司令。

丙、武汉中央土地委员会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

丁、浦口直鲁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抛掷炸弹。

戊、武汉令前线军事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

己、北京成立特别法庭，审判４﹐６在俄国大使馆被捕之李大钊等，何丰林为审判长。

庚、蓝浦生电外相张伯伦，谓尚不明蒋介石清共行动之真正用意。

４﹐２５（三，二四）

甲、共产党在武汉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左派继续联系，武装二万党员及五万农工，实行土地

革命，准备建立苏维埃。

乙、汪兆铭在政治会议报告国共两党联席谈话结果：一、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商务。二、维护

商场，保护长江航业。三、解决失业工人问题。

丙、武汉谭延闿电南京胡汉民，请调停宁汉之争（孔祥熙旋亦由上海赴武汉调解）。

丁、四月三日汉口中日事件初步解决，中日军警撤退。

戊、美舰上驶在江阴与革命军冲突，开炮二十余响。

己、广州当局奉南京命令，释放前年被捕监禁之川军将领熊克武等七人。

庚、美国总统顾理治宣布对华友谊，愿力助中国之合法希望（上海英报竭力攻击美国对华之

单独行动）

。

４﹐２６（三，二五）

甲、南京国民政府通电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决议案：（

一）对共产党首要危险份子，经党部举发者，由就近军警看管，其叛乱行为已昭著者，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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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法惩办。（二）所有武汉联席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产生之机关其所发命令，一律否

认。

乙、蒋中正发表告全体国民党员书。

丙、上海临时政治分会派钱永铭等接收总商会，通缉会长傅宗耀。

丁、南京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成立，吴敬恒（稚晖）为主任，陈铭枢刘文岛为副主任。

戊、毛泽东向武汉中央农民运动会委员提议早日成立直鲁豫三省农民协会，协助北伐。

己、北京安国军总司令部令外交部代表向日使馆为搜查日轮事道歉。

庚、北京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徐炳昶、刘复、袁复礼等）与瑞典地理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订立

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办法。

４﹐２７（三，二六）

甲、第三国际决议命中共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改组国民党增加农工领袖，消灭不可靠之军官，

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革命军人，动员共产党员两万人，成立农工新军五万人，编成新军。

乙、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指导江西湖南党务案，以陈其瑗为江西特派员，林祖涵为湖南

特派员，执行新外交与新经济政策。

丙、南京国民政府明令促蒋中正于最短期间完成清党任务。

丁、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国民党汪兆铭、谭延闿、徐谦到会致贺（汪、

徐均有演说，鲁易、米夫、谭平山、鲍罗廷、陈独秀发表不同意见。时共产党员约五万八千

人）。

戊、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任胡汉民、丁惟汾、伍朝枢、戴传贤、钮永建、罗家伦等为法

制委员会委员，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等为教育行政委员，杨树庄等为福建省政府委员。

己、蒋中正发表告全体将士书。

庚、武汉设保安委员会，取缔一切无谋之排外运动。

辛、吉林省当局订定安抚直鲁东来难民办法（此项难民总数达三十万，大半往黑龙江）。

４﹐２８（三，二七）

甲、北京审判在俄使馆所捕党徒之特别法庭审判长何丰林判处李大钊、路友于、张伯华、萧

忠鼎、邓文辉、谭祖尧、张挹兰（女）、吴平地等二十人死罪，即执行绞刑（李、谭为共产

党员），另舒启昌等处徒刑十二年，米云贵等处徒刑二年。

乙、日本劳工代表团到汉口。

丙、上海交涉员通告领事团，国民政府迁移南京，又向英领事抗议本月八日英舰炮轰事件。

丁、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张振武部在南京被缴械（军长程潜已赴武汉，蒋中正以第十七师

师长杨杰代理军长）。

戊、江苏省政府筹备会，江苏财政委员会，决定发行国库券二千万元，以海关二。五附加税

作抵，经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三千万元，中央银行钞票停用。

己、广州上海间无线电通。

４﹐２９（三，二八）

甲、武汉之唐生智张发奎第四、第十一、第八、第三十六等军北入河南，继续北伐（时武汉

陷于孤立，鲁易主南下，鲍罗廷主北进，斯大林批准鲍之意见，其目的在与冯玉祥联合，乘

机据有西北，以便接近苏俄，并抢先占有北京，包围上海南京）。

乙、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公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条例，改组广州政治分会，又决议政治分会

不能指导党务。

丙、四川将领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

府。

丁、英美法日义五公使会议宁案二次通牒，美使因美政府训令反对参加武力对华行动，有脱

离五国协调趋势（日使从中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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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武汉成立汇兑委员会。

己、广东海陆丰共产党林道文占领县城（第一次，５﹐９败退）（一作４﹐３０）。

４﹐３０（三，二九）

甲、蒋中正发表告全国民众书。

乙、鲁易向中共代表大会演说，强调应使农民出身之士兵反对军阀，并在国民党内及政府中

建立由共党领导之集团。

丙、南京浦口间炮战剧烈。

５﹐１（四，一）

甲、南京决定继续北伐，蒋中正颁发战斗序列，编第十四、第一、第十七、第二十六军为第

一路军，以何应钦为总指挥，肃清江北之孙传芳军。编第六、第三十七、第四十军及第一军

之一部为第二路军，蒋自兼总指挥（白崇禧代理），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由南京上游渡江，

任津浦路正面作战。编第七、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三、第四十四（叶开鑫部，时称新编

第五军）

及第十五军之一部（月前自鄂开芜湖者）为第三军，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王天培为前敌总指

挥（每路军复有若干纵队），先解合肥之围，再攻蚌埠。

乙、武汉之北伐军败奉军于河南驻马店，即分三路北攻，以靳云鹗等豫军任左翼，张发奎率

第四第十一军任右翼（贺龙师亦属此路），唐生智率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及第八军之一部任

中路。

丙、冯玉祥在西安就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同时仍采旧国民联军名义），所部分

六路：冯兼中央军总司令出潼关沿陇海路东进，方振武、孙良诚、马鸿逵、韩复矩属之。刘

镇华为东路军总司令，自豫西出动，岳维峻为南路军总司令，由雒南出动，孙连仲为右路军

总司令，由龙驹寨向荆紫关南阳出动，徐永昌为左路军总司令，由陕北入山西向娘子关出动，

宋哲元为北路军总司令，由宁夏出动。

丁、蒋中正函黄郛，请其赴日本一行，或另荐人前往。

戊、蒋中正发表告全国工人书。

己、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次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三千万元。

庚、中国共产党在汉口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５﹐９闭幕），第三国际代表鲁易及鲍罗

廷均出席，汪兆铭、谭延闿、徐谦、孙科到会致贺（一作４﹐２７）。

５﹐２（四，二）

甲、南京国民政府重颁革命军组织大纲，派民政、外交、交通人员组织战时政务委员会。

乙、美公使得美政府训令，通告义法英日公使，拒绝参加五国对宁案二次通牒。

丙、北京英汇丰银行买办邓君翔亏款四百万潜逃，该行不承认由邓经手之他银行存款，商业

银行因此停业。

丁、武汉当局致书外蒙政府，互派代表。

戊、蒋中正电覆汉口嘉伦，南京各军正向津浦铁路及江北之敌猛攻，否认派队向上游出动（４

﹐２２嘉伦曾有电至）。

己、在浦口被拘之俄人鲍罗廷妻等由济南解北京。

庚、江苏省政府成立。

５﹐３（四，三）

甲、美总统发表意见，对宁案不再抗议。

乙、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停用中央银行钞票。

５﹐４（四，四）

甲、莫斯科电令武汉不准对日本有任何暴动，并令退让解决（莫斯科对武汉每日必有电令，

由鲍罗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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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第三国际代表鲁易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说明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

革命之必要。

丙、荷属华侨代表向南京政府请求废止一九○二年与荷所订属地主义之中荷条约（该约本月

八日期满）

，另订血统主义之新约，中央政治会议令外交部办理，并电各省市党部在一周间作废约运动。

丁、英美法日义五公使对宁案最后一次会议，协调完全破裂。

戊、张作霖以荣臻继于珍任北京卫戍司令。

５﹐５（四，五）

甲、武汉北伐军右翼第四、第十一军与奉军及田维勤军开始在河南汝南战斗，败之。

乙、苏俄外长利瓦伊诺夫指称搜获北京俄大使馆及２﹐２８俄轮之文件为伪造。

丙、国民联军方振武部占灵宝，进克陕州。

丁、南京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清党办法六条，派邓泽如、吴倚伧、曾养甫、段锡朋等组织中

央清党委员会。

５﹐６（四，六）

甲、冯玉祥自西安赴潼关，督师东进。

乙、川军杨森东入宜昌，革命军第十四师夏斗寅退往沙市。

丙、广东北路总指挥钱大钧击败北江之陈嘉佑师，占领韶关，陈部退入湖南。

丁、北京中日商约十九次会议，将税则部分议毕。

５﹐７（四，七）

甲、南京北伐军第七军（第三路第二纵队夏威）

自芜湖渡江进向巢县，阻东进之直鲁军。

乙、河南信阳一带红枪会与总政治部宣传队及农民运动人员发生冲突，捣毁宣传列车，杀死

工作人员十余人。

丙、北京外交部照会荷使提议修改明日期满之中荷商约。

丁、南京中央党部组织清党委员会。

戊、托洛斯基发表【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驳斥４﹐２１斯大林文。

５﹐８（四，八）

甲、一九○二年之中荷商约今日满期。

乙、北京外交部照会西班牙公使，中西条约本年八月十日满期，请于三个月内订立新约，届

时新约不成，双方得自由处置。

丙、武汉北伐军与奉军激战于确山遂平之间。

丁、南京北伐军第七军破直鲁军于运漕。

戊、张学良到蚌埠与张宗昌商入豫奉军与皖北直鲁军联络事宜。

５﹐９（四，九）

甲、英外相张伯伦在议院演说，谓南京事件为共产党所造成，已受中国惩罚，英对南京政府

决采取缓和政策，并谓武汉政府已失去其统治地位。

乙、广东师长胡谦克复海丰，击败共产党彭湃【农民政府】。

丙、冯玉祥电武汉中央及唐生智否认与张作霖往还，矢志革命，誓扫凶残。

丁、国民联军中路军占渑池。

戊、西北科学考察团自北京出发，取道绥远甘肃赴新疆，徐炳昶任团长。

己、中国共产党依第五次大会闭幕决议，整顿党内纪律，继续与国民党左派提携，训练工农

予以武装等（陈独秀为土地改革问题，与瞿秋白、毛泽东争执，陈仍胜利，继续当选总书记

及中央政治局主席，周恩来、彭述之、瞿秋白、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务委员，张国焘与彭述之、

周恩来、苏兆征、毛泽东、杨之华分任组织、宣传、军事、职工、农民、妇女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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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四，一○）

甲、武汉之北京政治分会在汉口举行会议，商北方政治军事工作（分化奉军，并由共党杨度

联络张宗昌）。

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任弼时、贺昌、萧子璋、关向应

等为主席团，国民党代表胡耐安、邓初民，共产党代表恽代英、蔡和森等演说。

丙、武汉政府免第二十军军长杨森职，又免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二十二军军长赖心辉职（时

武汉方面拟联络四川之邓锡侯等），又将第二军改为两军以鲁涤平正式继任第二军军长，陈

嘉佑为第十三军军长。

丁、南京北伐军第三路第一纵队（第四十四军）

叶开鑫占领巢县，破直鲁军孙百万部。

戊、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宣誓就职，宣布外交方针，不采取暴动手段，应以正当方

法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非排外性质。

己、南京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推蔡元培、李煜瀛等为筹备委员。

５﹐１１（四，一一）

甲、南京北伐军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自大通开抵含山。

乙、南京外交部长伍朝枢正式宣布对外政策，将采取正当手续，以达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目的。

丙、蒋中正委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杨与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以严厉手段清除共产党，侯

绍裘、安体诚、刘重民等先后被杀）。

丁、上海纱厂宣言要求政府保护，社会扶助，免劳资同归于尽。

戊、湖北汉阳县党部通知县政府逮捕汉阳商会会长周文轩，副会长周仲暄，查封其财产，没

收汉阳工厂八处（汪兆铭制止无效）。

己、武汉中政会派吴玉章为四川特务委员会主任，郭沫若、陈启修、刘云门、邓懋修、黄慕

颜、刘伯承、李筱亭、宋南轩等为特务员。

５﹐１２（四，一二）

甲、李宗仁到湖口晤朱培德，商宁汉关系，劝勿东进。

乙、蒋方震、刘厚生奉蒋中正命赴日本，晤田中义一。

丙、武汉政治会议通过，一、成立党员志愿兵团，二、召集湘鄂赣党政代表会议，讨论统一

财政办法，三、召集湘鄂赣党部及党报会议，讨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问题，四、召集武汉商

民代表会议，讨论整理今后商务。

丁、北京外交部因经费困难，裁去领事馆十二处。

戊、南京北伐军第二路第三纵队陈调元部自东梁山渡江，攻占和县，败直鲁军第十军杜凤举

部。

己、英警察搜查苏俄在伦敦之商业机关。

５﹐１３（四，一三）

甲、汪兆铭在汉口演讲，力戒党员之幼稚病，应保护小资产阶级，平等对待农工。

乙、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通电讨共产党，自沙市率军进向武汉（在嘉鱼登岸）。

丙、南京北伐军下三路总攻击令，第三路第二第三两纵队（夏威、胡宗铎）大破直鲁军程国

瑞部二万余于巢县附近之柘皋（程被俘旋潜逃）。第二路第三纵队陈调元克含山。

丁、斯大林与孙逸仙大学学生谈中国革命问题，驳反对派拉狄克。

戊、吴佩孚因国民联军入豫及奉军之胁迫，自巩县率卫队赴南阳（谋依附自湖北退豫之于学

忠部）。

己、袁良奉黄郛命自上海赴青岛，与日人有所接洽（寻赴日本，日方派岩松武官为联络员）。

庚、英国全英民治联合会宣言，对华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引起战争行为。

辛、北京中日商约会议因最惠国待遇问题，陷入停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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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武汉国民政府令保护佛教寺院（唐生智笃信佛教）。

５﹐１４（四，一四）

甲、南京武汉间之形势因李宗仁、朱培德之会晤已和缓，决定双方继续北伐，李回芜湖指挥

第三路军作战。

乙、武汉政府令禁擅行逮捕人民，及没收财产。

丙、南京北伐军第二路第二纵队杨杰部自江宁镇渡江进迫江浦，浦口直鲁军北退。

丁、武汉北伐军右翼第四第十一军与奉军第十一军赵恩臻剧战于上蔡。

戊、国民联军右路军孙连仲部自陕南入河南荆紫关前进。

５﹐１５（四，一五）

甲、南京北伐军第二路第一纵队贺耀组部自南京大胜关渡江占领江浦浦口。

乙、南京北伐军第三路军夏威胡宗铎两纵队解合肥围，许琨败走。

丙、武汉北伐军左路张发奎围攻上蔡（５﹐２０奉军富双英旅降）。

丁、太古公司轮船通州号在塘沽失火，死十二人。

戊、梁士诒与英使蓝浦生谈张作霖与蒋中正妥协事。

５﹐１６（四，一六）

甲、南京北伐军第三路第三纵队胡宗铎（第七军）击败前来袭击之直鲁军马济（旧桂军）于

合肥东北之梁园（马受伤为定远红枪会所杀）。

乙、武汉北伐军中路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及第三十六军与奉军战于驻马店，不利。

丙、英使蓝浦生自北京往上海，与南京政府有所接洽。

丁、日本自行在奉天临江县增设领事分馆，人民反对。

戊、南京政治会议通过以黄郛任上海特别市市长。

５﹐１７（四，一七）

甲、自沙市进攻武汉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进至武昌土地堂，武汉震动（第二十军杨森亦自宜

昌东下，旋败）。

乙、南京北伐军第二路第三十七军陈调元部攻占全椒。

丙、南京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宗仁亲督各纵队前进（因蒋限其于二十一日前克复蚌埠）。

丁、国民联军右路军孙连仲占领河南内乡。

戊、南京中央清党委员会开始办公，即派定上海广州各处清党委员。

己、驻汉英使馆代表牛敦致文陈友仁责未能实践其言，缓和反英运动，５﹐１９离汉回北京

（陈有极锋利之驳覆）。

庚、日本政府召驻北京公使芳泽及上海奉天等地领事回国，开对华会议。

辛、中日商约会议因最惠国待遇问题停顿，北方日侨请日政府将旧约再延长十年。

５﹐１８（四，一八）

甲、南京第二路军第二纵队（第一军第一、三师）占滁县，败直鲁军杜凤举，张宗昌令直鲁

军向蚌埠临淮关总退却。

乙、奉军舰队司令沈鸿烈率海圻肇和两舰二次袭击吴淞，为炮台击退。

丙、中国共产党发表对夏斗寅宣言及告夏斗寅部士兵书。

丁、广东北路总指挥钱大钧进兵赣南。

戊、湖北总工会刘少奇向忠发等举行欢迎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卓夫斯基。

己、上海南京等地举行陈其美死难十一周年纪念大会。

庚、武昌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出走（东赴上海）。

辛、第三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令中共继续与国

民党左派合作，使成为广大群众的革命民众组织（托洛斯基等攻击斯大林、布哈林对华政策

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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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９（四，一九）

甲、迫近武昌之夏斗寅军（万耀煌张森两旅）在纸坊为叶挺之第二十四师及独立第一师（武

昌军校学生所编成，恽代英为党代表，施存统为政治部主任）所败，程潜鲁涤平两军亦自鄂

东开向武汉应援。

乙、长沙总工会与军人冲突，搜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住宅，拘捕何父。

丙、南京北伐军第二路第三路军占领定远。

５﹐２０（四，二○）

甲、第三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华决议八条，变更中国共产党作战方略，武装工农，使武汉

政府及国民党为工农之革命民主独裁机关，制裁一切反革命阴谋，澈底进行土地革命，仍留

共产党于国民党内，以便握指导工人革命之权。继续北伐，同时破坏南京政府之后方。

乙、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训令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给予蒋中正反共行动予道义支持。

丙、武汉中央党部下令纠正农工运动，保护民众正当利益，制止侵犯他人身体、财产、职业、

信仰之自由。

丁、第一次太平洋劳工会在汉口开幕，刘少奇、苏兆征、李立三等主之（刘任秘书长，５﹐

２６闭幕，第三国际策动）。

戊、南京北伐军第三路第一纵队（第四十四军）

叶开鑫袭占明光临淮，夺获辎重无算，第二第三纵队（第七军胡宗铎部）占凤阳。

己、武汉北伐军右路第四第十一军以极大牺牲，破奉军于上蔡，俘奉军富双英全师。

庚、镇江英领事馆奉英使令撤销。

辛、上海交涉员向日领事抗议日本旅顺船坞代奉方修理军舰。

壬、南京中国国民党创办中央党务学校，蒋中正任校长（明年改名中央政治学校，实际负责

人为总务主任陈果夫，教务副主任罗家伦，主任为戴传贤）。

癸、张作霖巡视河南山东安徽。

子、浙江抄没章炳麟财产。

５﹐２１（四，二一）

甲、长沙何键部团长许克祥周荣光，教导队长王东原等反共，解除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武

装，包围湖南省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并杀共产党人（是谓马日事变，常德驻军亦将该

地之工会、农民协会解散）。

乙、夏斗寅部自纸坊退至威宁。

丙、武汉北伐军中路唐生智部（刘兴军），右路张发奎部大破奉军于郾城及周家口。

丁、南京北伐军第一路卫立煌师自南京渡江，攻占六合，自镇江北渡之第十七军曹万顺攻占

瓜洲。

戊、晋绥总司令阎锡山称病，拒见北京代表。

５﹐２２（四，二二）

甲、南京北伐军第三路第二第三纵队（夏威、胡宗铎）占领蚌埠，张宗昌、褚玉璞、程国瑞

等北退，徐淮民军蜂起截击。

乙、南京北伐军卫立煌师攻占仪征，败孙传芳军崔锦桂师。

丙、豫西国民联军第一路方振武，第三路孙良诚败张治公军（张原为刘镇华部，时背刘助奉

军），占领新安，进攻磁涧。

丁、南京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以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委员。

戊、云南政务总裁唐继尧死（或云为人所害），年四十五岁，龙云、胡若愚、张骥等通电拥

护蒋中正（滇桂边之范石生亦电蒋愿北上进攻湘赣）。

己、夏斗寅师退集湖北崇阳（留十余日东去，自大冶渡江，开入皖西英山）。

庚、英公使蓝浦生在上海晤王宠惠，商谈南京事件，并与英海陆军将领会议（蓝浦生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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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王之建议，梁士诒亦劝其调和南北）。

辛、日舰在江阴被击，即以大炮机关枪向西岸还击。

壬、日渔船六十艘侵入山东领海。

５﹐２３（四，二三）

甲、武汉北伐军中路刘兴占郾城，奉军退临颍。

乙、武汉中央党部训令工人团体，劳农与商工应协力一致，保护工厂响应，禁止总工会对工

人以外之人逮捕胁迫，并颁布劳资仲裁条例，制定劳动法。

丙、蒋中正在黄埔同学会改组代表大会讲演，对西山会议派表示谅解。

丁、南京北伐军第一路第十四军（第二纵队）熊式辉师占靖江。

戊、南通扬州之孙传芳军因南京北伐军之压迫，分两路向清江浦海州退却。

己、何键自信阳电武汉，请拿办扰乱后方军人之人。

庚、济南军警逮捕学生，各学校均被搜查。

辛、甘肃发生剧烈之地震，兰州较轻，已有百数十村镇成为瓦砾，死数千人，凉州一带最烈，

据传人口损失百分之七十以上（数万）。

５﹐２４（四，二四）

甲、南京北伐军第一路第十七军（第一纵队）曹万顺占扬州。

乙、武汉北伐军右路张发奎攻占河南西华逍遥镇（５﹐２６进破奉军于珍于宋庄）。

丙、国民联军第一路（方振武）第三路（孙良诚）第五路（石友三）与奉军万福麟部，及张

治公军剧战于洛阳西之磁涧。

丁、湖南救党运动会通电讨共产党。

戊、武汉政府令禁扰害军人家属、剥夺军人财产土地。

己、唐生智自驻马店电湖南省政府，指示缓和农工军人冲突办法。

庚、湖南共产党在湘潭集合农团军，占据县城，准备向长沙进攻，并在常德与旅长熊震部冲

突。

辛、广州政治分会改组成立，李济琛任主席。

壬、英对苏俄绝交。

癸、苏俄向日本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子、斯大林在第三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讲【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驳斥托洛斯基、

齐诺维夫等，谓共产党必须参加武汉之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俟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时，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共产党应成为中国新革命中之唯

一指导者（５﹐２７托洛斯基再予驳斥）。

５﹐２５（四，二五）

甲、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二十一日长沙事变，自认湖南农工运动方法幼稚，派鲍罗廷、谭

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及唐生智代表邓绍芬、周鳌山组织委员会前往查办。

乙、湖南救党委员会成立，许克祥为主席，王东原、李仲任、周荣光（均团长）、张翼鹏（代

理省政府主席）、彭国钧、仇鳌（省党部委员）为委员，决定电令岳阳驻军将鲍罗廷等四人

就地枪决。

丙、杨虎、陈群搜捕自武汉逃上海之共产党人。

丁、南京北伐军独立第五师马祥斌（属第三路第五纵队柏文蔚）占领寿州。

戊、南京政治会议推冯玉祥为该会委员（李鸣钟代表）。

己、南京令各地严拿阻挠清党之进行者。

５﹐２６（四，二六）

甲、国民联军方振武、孙良诚、石友三、郑大章等击溃奉军万福麟部，占领洛阳，俘获数千。

乙、南京北伐军第三路第四纵队（第十军）王天培攻占安徽固镇，第一路第三纵队（刘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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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南通（次日占如皋）。

丙、上海英兵强奸华妇案，英领判决无罪，舆论大哗。

５﹐２７（四，二七）

甲、朱培德查封南昌共产党之三民日报。

乙、北京公使团以革命军北进，集议华北警备问题。

丙、日本田中内阁决定向山东出兵，并发布声明。

丁、日本社会民众党代表宫崎龙介到南京，表示与中国国民党合作。

５﹐２８（四，二八）

甲、武汉北伐军中路第三十六军刘兴等部与右路张发奎部，以猛烈之激战，破奉军主力王树

常军（戢翼翘、何柱国等旅），克临颍。

乙、南京北伐军第一路第一纵队（曹万顺）第四纵队第二十一师（陈诚）占邵伯，第三纵队

（第二师刘峙）占如皋、东台。

丙、国民联军自洛阳三路东进，石友三为左路，孙良诚为中路，沿陇海路进攻，占孟津偃师，

方振武为右路，向登封禹县襄城进攻。

丁、南京北伐军第三路王天培军占宿县，第五纵队马祥斌师占蒙城。

戊、蒋中正赴蚌埠一带视察战事（旋又赴扬州即回南京）。

己、武汉派赴湖南之查办团鲍罗廷、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等行抵岳州，当地驻军团长彭

德怀示以许克祥逮捕枪决电报，鲍等即折回武汉。

庚、长沙开救党（国民党）扩大联席会议，由省政府代理主席张翼鹏主席。

辛、南京任命戴传贤为广州中山大学校长。

壬、北京银行公会与汇丰银行交涉，汇丰已认存款重行收账照付，惟不负法律责任。

癸、香港当局解散海员工业联合会。

５﹐２９（四，二九）

甲、上海日本领事矢田发表日本出兵山东声明书，先赴青岛，必要时开驻济南（日本舆论对

田中出兵多不谓然）。

乙、武汉北伐军张发奎部占许昌，国民联军亦败奉军于巩县，郑州奉军向黄河北岸撤退（国

民联军颇得红枪会之力）。

丙、日本拟在东北帽儿山设领事馆分馆受阻，分馆房屋亦被捣毁。

丁、朱培德遣送政治工作人员一百四十二人（均共产党）离江西。

戊、第五方面军（即第三军）总指挥朱培德勒令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全体离赣。

己、南京外交部令上海临时法院，凡日人控告华人案件，拒绝日领观审（因日本法庭拒绝华

官观审华人控告日人案件）。

庚、江西省党部改组，刘一峰、王枕心、姜济寰、王均、罗石冰、李松风、方志敏、朱克靖

等为执行委员（大多为共党份子）。

５﹐３０（四，三○）

甲、北京日公使芳泽发表日本出兵山东声明书，并向张作霖、顾维钧口头通知，顾表示反对

（济南等地均有反对表示）。

乙、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山东首长林宪祖电请北京外交部向日使严重抗议日本出兵山东

（６﹐１再电请示机宜）。

丙、上海南京武汉均举行五卅惨案二周年纪念大会，上海全市休业志哀，租界戒备森严。

丁、武汉北伐军第三十六军刘兴占新郑。

戊、冯玉祥所部国民联军正式改称第二集团军，分八个方面军，以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

宋哲元、岳维峻、石敬亭、刘郁芬、刘镇华，分任方面军总指挥。

己、湖南农民军进逼长沙（旋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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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五，一）

甲、日本军队二千人自南满抵青岛，即上岸。

乙、张作霖因京汉、津浦两路战事失败，及阎锡山晋军之威胁，会议结果，决定放弃郑州徐

州，退守豫北直隶山东，调吉黑军入关，以张作相为前敌总指挥，吴俊升为后方防守司令。

丙、斯大林以４﹐２７决议电知其驻武汉代表鲁易及鲍罗廷（时鲍罗廷主妥协，鲁易主积极

与国民党左派汪兆铭等开议联合，主以此项电令示汪）。

丁、日本【对支（华）非干涉同盟】成立。

戊、湖南平江浏阳醴陵等处农民军准备进攻长沙（为中共中央所制止）。

己、英使蓝浦生与王宠惠在上海续谈南京事件（５﹐２２王曾提出解决方案，本日蓝浦生提

出英方要求）。

６﹐１（五，二）

甲、南京外交部长伍朝枢电日本外相田中，武汉外交部长陈友仁函日总领事高尾，北京外交

总长顾维钧照会日公使芳泽，抗议日本出兵山东。

乙、田中义一约晤袁良，表示三点：（１）青岛日兵非不得已不开赴济南，如赴济南亦不干

涉一切；（２）南军得徐州后勿猛进，北方交与冯玉祥、阎锡山；（３）相信蒋中正为收拾中

国之唯一人物。

丙、日本山梨大将奉田中义一命起程来华。

丁、山东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农会，电请北京外交部抗议日本出兵山东。

戊、上海美兵二千人开往天津。

己、冯玉祥电蒋中正表示合作。

庚、南京北伐军第一路（曹万顺军、陈诚师）占江苏高邮，孙传芳郑俊彦等继续北退。

辛、四川刘湘就蒋中正所委之第五路军总指挥，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向武汉进攻，贵州周

西成（第二十五军）亦向湖南出兵。

壬、南京北伐军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第十军长王天培败直鲁军于夹沟。

癸、武汉北伐军第三十六军刘兴与国民联军会师郑州。

子、武汉中政会推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丑、南京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长古应芬就职。

６﹐２（五，三）

甲、南京北伐军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第十军长王天培占领徐州，直鲁军退鲁南，独立第五师

马祥斌亦占领涡阳。

乙、黄郛电袁良，希再与日方切商出兵事，设法转圜（翌日袁良见日外务省出渊、木村，日

方允现在青岛之兵不入济南，如不得已，必先通知）。

丙、广东北路军总指挥钱大钧部自赣州北进。

丁、王国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在北京颐和园投池自杀，年五十一岁。

６﹐３（五，四）

甲、山西绥远，均悬青天白日旗，改晋绥军为北方革命军，大同、娘子关两路发动（惟阎锡

山张作霖间仍未决裂）。

乙、北京驻日代办张元节向日本外务省抗议出兵山东。日不允中止，但不进至济南。

丙、北京公使馆拟迁天津，未果，上海英军司令邓肯及英使蓝浦生均北上。

丁、奉军自开封退往黄河北岸。

戊、南京北伐军第一路第二第三纵队（赖世璜军、刘峙师）占江苏盐城。

己、蓝浦生电英外部，拟助王宠惠调和南北（６﹐４外部不允）。

６﹐４（五，五）

甲、国民联军方振武自襄城合右路军孙连仲、南路军岳维峻进攻南阳之吴佩孚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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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南京北伐军第一路第四纵队（陈诚师）占江苏宝应。第三路第一纵队（叶开鑫军）占宿

迁。

丙、中共中央委员会要求国民党【削平湖南反革命】，摧毁许克祥等之组织，宣布工农组织

及中共在湖南得享完全自由，并武装农民，另发表【告全国农民群众书】。

丁、奉系内部不协，吴俊升张作相等主退出关外，杨宇霆张学良等主与阎锡山蒋中正妥协。

戊、布哈林在联共莫斯科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国革命，驳斥托洛斯基，强调土地改革的重要性，

使国民党左派农民化、工人化（１９２７﹐１１托洛斯基被开除党籍）。

６﹐５（五，六）

甲、蒋总司令下令通缉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

乙、第三国际代表鲁易将５﹐３１所得第三国际训令交汪兆铭。汪转告孙科、谭延闿、陈友

仁。

丙、武汉政治会议议决解除鲍罗廷顾问合同。

丁、唐生智派周斓到长沙代理省府主席，许克祥走湘潭（旋率部赴零陵，入粤北连县）。

戊、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令共产党人刘一峰、李松风、方志敏、王枕心等二十二名出境，

暂停全省总工会、农民协会活动，收缴农民自卫军枪械。

己、上海等地反对日本出兵运动（日在野党亦反对出兵）。

庚、阎锡山电张作霖，晋军停驻井陉，张学良亦函阎斡旋妥协。

辛、太原各界欢迎革命军大会，推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

壬、武汉北伐军张发奎占开封。

癸、南京北伐军第一路陈诚师占领清江浦（淮阴），曹万顺军占领涟水，刘峙师占领阜宁。

６﹐６（五，七）

甲、汪兆铭、谭延闿、唐生智、徐谦、顾孟余、孙科自汉口赴郑州（６﹐７到）。

乙、邓演达到潼关，促冯玉祥东去郑州。

丙、杨森第二十军进至仙桃镇，与武汉之第二军第六军相战。

丁、阎锡山在太原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职，分编所部为十军。

戊、【大兴】轮在汕头沉没，溺毙五百余人。

６﹐７（五，八）

甲、南京中央党部为日本出兵事通令全国民众，对日作示威运动，经济绝交。

乙、南京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恢复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石青阳、茅祖权、

沈定一党籍。南京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在江苏浙江试办大学区制。

丙、张发奎部自开封回师武汉。

丁、田维勤为冯玉祥所杀。

６﹐８（五，九）

甲、五月九日鼓浪屿英工部局干涉民众游行事件，圆满解决。

乙、南京国民政府任王世杰为法制局长。

６﹐９（五，一○）

甲、南京北伐军第二路第一纵队（第四十四军）

叶开鑫（原第三路第一纵队）占海州，孙传芳军退往鲁南，白宝山部师长郑绍虔投诚，改编

为第三十一军。

乙、自武长路东退之夏斗寅师占大冶进攻黄州。

丙、冯玉祥、于右任、邓演达自潼关到郑州。

丁、阎锡山代表在北京与奉方接洽。

戊、日使拒北京外交部之出兵抗议。

己、英兵一队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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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南京教育行政委员会议决裁教育厅，行大学区制。

６﹐１０（五，一一）

甲、冯玉祥在郑州与汪兆铭、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嘉

伦会议（汪兆铭曾报告５﹐３１鲁易所交第三国际决议内容）。

乙、鲁易致书冯玉祥，主立即摧毁南京，夺回广东，肃清各地反动势力。

丙、进攻武汉之杨森军为第二军、第六军败于仙桃镇。

丁、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电英使抗议英飞机迭次在粤沪领空飞行事。

戊、上海租界开始拆除铁丝网。

己、日本抗议奉天禁止盛京时报发行。

６﹐１１（五，一二）

甲、阎锡山代表在北京运动张（作霖）、阎、蒋（中正）合作（

冯玉祥在南京之代表李鸣钟及在武汉之刘骥亦各有所活动）。

乙、张宗昌、孙传芳到北京，仍主战，反对与南京妥协。

丙、南京中央党部取消【严防右倾份子】，【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国家主义派】等口号。

丁、南京举行盛大之反日出兵大会。

戊、王正廷自上海到南京，转赴开封晤冯玉祥（黄郛介王前往联冯）。

己、围攻大名之红枪会因调停撤退，驻军允退让。

庚、北京外交部抗议美国增兵天津。

辛、郑州会议完毕，冯玉祥、汪兆铭等对武汉共产党行为均表不满，决定促鲍罗廷回国，在

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不见谅于各方者可出洋，余与南京合而为一，并由冯与南京

接洽。

壬、唐生智、张发奎部均由河南撤回（唐、张南撤，一为应付两湖共党，一为对冯让步，一

为对付南京）。

６﹐１２（五，一三）

甲、上海举行反日出兵大会，议决对日经济绝交，实行总罢工。

乙、湖北省总工会（向忠发、刘少奇领导）呈请武汉中央党部镇压江西朱培德驱逐民众团体

领袖出境之举动（６﹐９中共一度议决要求将朱免职讨伐，寻又否决）。

丙、全满洲日侨大会在大连开会。

丁、商震在绥远就革命军北方军第一军军长职，悬青天白日旗。

戊、南京北伐军第二路（叶开鑫、陈调元军）连日攻山东郯城，为孙传芳、李宝璋所拒退。

己、南京东南大学改为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

６﹐１３（五，一四）

甲、汪兆铭等自郑州回抵汉口，与毛泽东、唐生智等商定解决湖南事件办法（于右任同行，

徐谦留郑州）。

乙、武汉中政会（一）命唐生智全权处理湖南事件，以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代理湖南主席。

（二）命陈公博处理江西事件。（三）设开封政治分会，以冯玉祥、于右任、徐谦、顾孟余、

王法勤、于树德、刘伯坚、郭春涛、杨明轩、薛笃弼为委员，冯为主席。（四）

成立河南、陕西、甘肃省政府，以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分任主席（

按于右任已自郑州随汪等赴汉口）。（五）派陈公博赴江西指导党务（处理朱培德遣送共党份

子事）。

丙、南京政治会议议决（一）设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以蔡元培

为院长。（二）设外交委员会，以胡汉民、蒋中正、吴敬恒、李煜瀛、伍朝枢为委员。

丁、日本阁议，陆军大臣白川报告暂不进兵济南，亦无庸派兵赴天津北京。

戊、日使芳泽回国参与对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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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南京外交部长伍朝枢布告，保护外舰外轮及外侨生命财产。

６﹐１４（五，一五）

甲、日本山梨大将到北京与张作霖作长时间之谈话。

乙、武汉正式任命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之八个方面军总指挥。

丙、杨森军因武汉第二第六军之压迫，退出沙市。

丁、云南第三十九军军长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等倒第三十八军军长龙云，并将龙监视，改组省

政府，胡为主席。

６﹐１５（五，一六）

甲、武汉国民政府以唐生智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

总指挥，黄琪翔为第四军军长，朱晖日为第十一军军长，贺龙为暂编第二十军军长，第一集

团（即蒋中正部）之第一、二、三、五方面军，仍归军事委员会直辖。

乙、陈独秀电告第三国际，说明５﹐３１训令无法执行，请延缓实行土地没收，并谓民主独

裁短期内不可能完成，仍须与国民党维持良好关系，引诱左派领袖制定一共同政纲，目前工

作是应纠正过火，以平息军官与左派国民党之恐慌（即中央政治局通告）。

丙、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复６﹐４共产党公开信，湖南不正当之军事行动必须制止，

农民运动之鲁莽行为必须纠正。

丁、汉口群众运动委员会举行欢迎铁军（张发奎部）凯旋大会。湖北总工会发布打倒朱培德

之传单。

戊、张作霖之代表杨宇霆与蒋中正、阎锡山之代表（方本仁、南桂馨）开始在北京晤谈（至

６﹐２１）

。

６﹐１６（五，一七）

甲、北京英日美法义公使会议，决定南京事件由各国自行交涉。

乙、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拥张作霖为海陆军大元帅，另组军政府，内阁总理

顾维钧辞职，请胡惟德兼任。

丙、张作霖通电坚持讨赤到底，凡以此为目标者均为同志。

丁、蒋中正自南京赴徐州，冯玉祥代表李鸣钟同行。

戊、北京外交部再向日使馆抗议出兵山东，要求撤退，尤盼勿向胶济路线及济南移动。

６﹐１７（五，一八）

甲、青岛日军一千余人开往济南。

乙、英陆军部以上海英军司令兼长江以北英军司令。

丙、孙传芳部周荫人军退集鲁东，设司令部于潍县。

丁、武汉代表孔庚到太原，谋说阎锡山（阎拒与武汉合作，６﹐１９孔被迫离去）。

戊、浙江省政务委员会通过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

６﹐１８（五，一九）

甲、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大元帅，公布军政府组织令，以潘复组军政府内阁。

乙、上海举行庆祝北伐胜利大会三日。

丙、太原国民党省市党部开民众大会，驱逐武汉代表孔庚。

６﹐１９（五，二○）

甲、冯玉祥到徐州，蒋中正迎于砀山。

乙、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全华工会）在汉口开幕，苏兆征为总主席（汪兆铭、陈独秀、第

三国际代表鲁易、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罗卓夫斯基、国民党代表陈其瑗、国民政府代表彭泽民、

共产党代表蔡和森均有演说，６﹐２０以后由李立三、罗卓夫斯基、刘少奇等分别报告演说，

６﹐２８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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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日船【南阳丸】在南京下关撞沉划船四只，溺毙搭客百余人。

丁、驻日土耳其代使到上海，即往南京。

戊、吴佩孚以于学忠部军心涣散，自南阳南走，拟入四川（于学忠亦东去，只身经信阳汉口

回山东蓬莱，后加入奉军）。

６﹐２０（五，二一）

甲、蒋中正、冯玉祥、胡汉民、吴敬恒、李煜瀛、蔡元培、张人杰、李宗仁、白崇禧、黄绍

竑、黄郛、李烈钧、钮永建等在徐州会商武汉及北伐问题（蒋主先定武汉，冯持不可。先是，

孔祥熙曾至郑州与冯再晤）

。

乙、潘复就任北京军政府内阁总理，张作霖任命阁员，外交王荫泰、军事何丰林、内务沈瑞

麟、财政阎泽溥、司法姚震、实业张景惠、农工刘尚清、教育刘哲、交通潘复兼。

丙、驻比公使电告海牙法庭因比政府请求，将中比条约判决展期至明年二月执行，北京外交

部令向比交涉。

丁、陈公博、陈其瑗自武汉越九江。

戊、唐生智在汉口演说，指长沙马日事变之不当，及必须讨伐蒋中正。

己、武汉共党要人董用威（必武，湖北省党部常委，湖北省政府农工厅长）等请辞职。

６﹐２１（五，二二）

甲、徐州会议完毕，议决先由冯发电警告武汉，并由蒋冯联电声明继续北伐，为三民主义奋

斗，以完成国民革命（冯回郑州）。

乙、冯玉祥电武汉促鲍罗廷回俄，请汪兆铭、谭延闿速决大计，并请唐生智将所部调回郑州，

协力北伐（电稿出黄郛手，冯回郑州后，即着手清党，由徐谦订立办法）。

６﹐２２（五，二三）

甲、南京中央财政会议开幕，到桂闽浙皖粤苏六省代表，议决划分中央地方各税。

乙、胡汉民等自徐州回南京。

丙、日轮【瑞阳丸】船主茶房殴毙搭客一人投江中。

６﹐２３（五，二四）

甲、蒋中正下略取鲁南要害作战令，第一路军之第十四军赖世璜（熊式辉师）、第十七军曹

万顺进攻日照，第二路军第一军之邓振铨、顾祝同师、第三十七军陈调元、第四十四军叶开

鑫攻临沂，第三路军之第七军夏威胡宗铎师、第十军王天培攻临城，第四十军贺耀组攻台儿

庄、枣庄，第三十三军柏文蔚、暂编第十一军马祥斌攻鱼台金乡，第一军之一部（第二师刘

峙，第十四师卫立煌，第二十一师陈诚）南撤，应付上游军事（蒋即回南京）。

乙、南京北伐军第一军（邓振铨、顾祝同师）败直鲁军第一军方永昌，进围临沂。

丙、武汉唐生智、张发奎、汪兆铭等商向下游进兵问题。

丁、中共中央秘书厅令上海委员会掀起反帝国主义之示威运动，制造排外暴动与军民不安，

引起外人与南京冲突。

戊、英轮水手在镇江殴打检查警察，并夺去枪枝。

己、北京日使馆覆拒６﹐１６北京外交部抗议。

６﹐２４（五，二五）

甲、来华视察之山梨大将抵济南，日军在青岛附近设施军事工程，并派便衣军赴济南，实行

参加中国内战行动。

乙、南京北伐军第四十军贺耀组攻占鲁南台儿庄，败直鲁军第三军程国瑞、第十一军王翰鸣。

丙、南京政治会议通过任王宠惠为司法部长，李济琛、邓泽如等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李为主

席。

６﹐２５（五，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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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张作霖通电自认为孙中山老友，继其素志，讨伐赤化。

乙、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张继等因南京电召，自日本回上海。

丙、南京北伐军第十军王天培攻占鲁南利国驿，第四十军贺耀组攻占峄县，第三十七军陈调

元攻占费县，红枪会及刘黑七（桂堂）股匪大起，袭击败退之直鲁军。

丁、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对官兵发表反共宣言。

戊、国民联军方振武、孙连仲等攻南阳，吴佩孚走邓县。

己、唐生智自武汉回长沙。

６﹐２６（五，二七）

甲、武汉军决东下，蒋中正亦派兵赴安庆抵御。

乙、唐生智停止湖南党部及各种民众团体活动，听候改组。许克祥记过一次。

丙、上海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

丁、南京财政部代理部长古应芬通令七月一日起卷烟实行值百抽五十。

戊、南京北伐军第十军王天培攻占鲁南韩庄，直鲁军第六军徐源泉，第七军许琨等军溃退。

己、南京北伐军第十军占临城，第十四军占枣庄，直鲁军之前敌总指挥许琨退界河。

６﹐２７（五，二八）

甲、黄郛电劝冯玉祥先解晋危。

乙、南京中央政治会议采纳中央财政会议决议自八月一日起实行关税自主，裁撤厘金（财政

会议闭幕）

。

丙、南京北伐军围攻临沂不下，第一军南调，改以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接防。

丁、中国共产党致书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号召结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对新军阀

作战。

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武汉举行。

己、山梨大将因上海民众之反对，自青岛折回日本。

庚、日本对华之东方会议开幕，外相田中义一、外次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

武藤信义、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均出席。

辛、南京政治会议通过于浙江设第三中山大学，以蒋梦麟为校长，于江苏设第四中山大学，

以张乃燕为校长，均行大学区制。

６﹐２８（五，二九）

甲、武汉中政会议决湖北总工会纠察队缴械解散（总工会负责人为刘少奇）。

乙、汉口第八军李品仙部缴总工会纠察队械，并占领会址。

丙、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周恩来、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等会于鲍罗廷住宅，决

将中央及省委机关移于武昌，并将总工会纠察队并入张发奎部（时张部驻武昌）。

丁、南京北伐军王天培部得红枪会助，占滕县，进抵界河，直鲁军第十二军马玉仁等降。左

翼暂编第十一军占单县。右翼第十四军赖世璜占莒县，孙传芳军退向潍县，第十七军曹万顺

占日照。

戊、张作霖派邢士廉往太原见阎锡山，再商奉晋妥协。

己、上海租界居民反对增加巡捕捐运动渐趋激烈。

６﹐２９（六，一）

甲、南京北伐军第十军迫近邹县，暂编第十一军马祥斌及王金韬部占领金乡，败直鲁军潘鸿

钧、杜凤举，迫济宁。

乙、国民联军孙连仲占邓县，吴佩孚入鄂境。

丙、南京政治会议推阎锡山为委员，由赵丕廉代表（蒋总司令派何成浚取道天津北京赴太原，

与阎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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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第三十五军长何键发表告所部官兵书，指责共产党之罪恶，主一致铲除。

戊、武汉共产派人物纷纷去职。

己、陈公博自武汉到南昌与朱培德商共党问题（共产党又在江西恢复活动）。

庚、中共长江局书记陈延年（陈独秀长子）及韩逋仙、赵丹在上海被捕（７﹐４延年被处死）。

辛、英法日驻上海领事向伍朝枢要求恢复国民政府所属各省盐务稽核所。

壬、四川第二十三军刘成勋为二十四军刘文辉所败，宣布下野。

６﹐３０（六，二）

甲、中共首要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在武昌举行中央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各机关

仍回汉口，俾便与国民党左派联络，工农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监督。

乙、布哈林警告中国共产党，冯玉祥已转入反革命阵营，应对其宣战，勿再信任军人，组织

自己武力，汪兆铭比较其它背叛革命者为坚定。

丙、唐生智在长沙改组省政府、省党部，排斥反共救党派，并抑制共产党活动。

丁、邓演达离武汉，取道河南陕西蒙古赴俄（一作７﹐２７）。

戊、冯玉祥电劝宁汉息争，协力御敌。

己、冯玉祥电令陕甘之石敬亭、李兴中整顿党务，清除共党。

庚、蒋中正之代表方本仁到山西。

辛、天津美兵约达三千人。

壬、英太古轮船公司因船员不允减薪而罢工。

癸、吴佩孚之秘书长张其锽于豫鄂交界之灰店铺为土匪戕害（在邓县老河口间）。

７﹐１（六，三）

甲、日本东方会议决维护其满蒙特权。

乙、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谋继续两党合作，并商东征政纲（第三国

际代表鲁易反对东征，主南征）。

丙、南京北伐军左翼暂编第十一军马祥斌部及王金韬部退金乡。

丁、冯玉祥下令渡河北攻。

戊、阎锡山部向正太路出动。

己、武汉财政因下游之封锁，现金之集中及共产党风潮，已陷于绝境，纸币跌落，商市多停

闭（湘赣现象相同）。

庚、外蒙古政府实行征兵制，蒙人多避往北满。

辛、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何廉主之。

７﹐２（六，四）

甲、武汉通令解散共产党机关。

乙、中共中委赵世炎（施英）在上海被捕（寻处死）。

丙、贵州周西成就任蒋中正所委之第六路总指挥兼第二十五军军长，进兵湘西。

丁、新投国民联军之鄂北张联升部截击吴佩孚于樊城，吴狼狈西走（旋孙连仲部开往确山，

方振武部移往襄宛）。

戊、南京下关火药船爆炸，死伤百余人。

己、张作霖发布大赦令。

７﹐３（六，五）

甲、蒋中正总司令以武汉军东下，临沂久攻不下，改变作战计划，以王天培统第十、第三十

三军守临城，第一军之一、三两师守枣庄，第十七军守海州，第三十七军守郯城，第一路军

由运河南撤，第三路军由津浦路南撤，转往长江上游。

乙、武汉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三十五军向下游移动，准备东征（唐生智思藉东

征使张发奎等部离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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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令鲁易离武汉（谋缓和对国民党关系）。

丁、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促沪（西山会议派）宁两中央党部统一大会（７﹐７决定办法

五项，由张继等与南京协商）。

戊、福建省政府因南京代表张群调解改组成立。

己、张作霖代表邢士廉在太原未获结果，回北京。

庚、上海租界华商因反对增加巡捕捐，罢市一日示威。

辛、中华书局因罢工宣告停业。

７﹐４（六，六）

甲、汪兆铭正式提议东征。

乙、南京政治会议议决（一）设立建设委员会，（二）查封与武汉有关之上海远东银行。

丙、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大学院组织法，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以蔡元培为院长。

丁、驻义公使朱兆莘奉南京外交部长伍朝枢电，向日内瓦英美日海军会议通告，不承认涉及

中国之议案。

戊、长江下游军舰向上游开动。

己、胶东高密陈以燊军（周荫人部）投革命军，断胶济铁路（寻为孙传芳所败）。

庚、奉军接防德州，直鲁军悉开鲁南反攻。

７﹐５（六，七）

甲、冯玉祥为解决宁汉事发告国民书。

乙、河南国民联军（孙良诚部）由巩县汜水渡河北进。

丙、鲁南直鲁军第六军徐源泉、第三军程国瑞、第五军王栋反攻，占领滕县临城，北伐军第

十军王天培部因索饷哗变，退至韩庄运河南岸。

７﹐６（六，八）

甲、南京北伐军第三十七军陈调元攻占蒙阴。

乙、武汉政治委员会通过汪兆铭之讨伐东南案（东征）。

丙、上海海关奉财政部令，如无护照，每人不得带现洋五十元，毫银一百元出口。

丁、冯玉祥自洛阳电南京，请发枪械子弹及药品（时武汉已扣留冯武器）。

７﹐７（六，九）

甲、日本东方会议闭会，兼外相田中发表【对支（华）政策纲领】，将取必要方法，决维护

日本在华利益。

乙、日本步兵二大队机关枪两队自青岛开往济南，强迫陈以燊部退出胶济路。

丙、南京新军事委员会成立，胡汉民、冯玉祥、阎锡山、蒋中正等为委员。

丁、上海临时政治分会撤销，市政府成立，市长黄郛就职，蒋中正亲到上海参与（约在此时，

朱培德来上海，经第十四军师长熊式辉安排，与蒋密晤）。

７﹐８（六，一○）

甲、黄河以北奉军以阎锡山北方军之胁迫及国民联军之进攻，急遽后退，悉抵正定，冯玉祥

军占卫辉（昨占新乡）。

乙、冯玉祥请蒋总司令代为解决财政困难。

丙、冯玉祥实行清共，国民联军之政治人员均加甄别。

丁、张宗昌等以青岛日军西进，电请北京外交部继续严重向日使抗议。

戊、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朱兆莘宣言脱离北京政府。

己、北京又大捕学生。

７﹐９（六，一一）

甲、陈以燊军因日军干涉，退出胶州。

乙、南京定每月接济冯玉祥军军饷二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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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０（六，一二）

甲、冯玉祥电蒋总司令迅速专力北伐，勿缓其所急，而急其所缓（是日冯告孔祥熙，谓武汉

进攻南京，己因种种关系，所部不能攻武汉，盼蒋总司令勿萌退志）。

乙、津浦线之北伐军第四十军贺耀组助第十军反攻，复占韩庄。

丙、南京北伐军第二路总指挥白崇禧以津浦路正面失利，临沂久攻不下，下令撤围，命第四

十四军叶开鑫等部进向峄县、枣庄，驰援临城，并放弃蒙阴费县。

丁、第二批日军由大连开往青岛（二千余名，７﹐１２抵达）。

戊、冯玉祥代表刘治洲由晋回豫，冯与阎锡山关系渐好。

己、南京法制委员会通过监察院组织大纲。

７﹐１１（六，一三）

甲、北京外交部向日使馆抗议日兵开赴济南（７﹐１６日使馆覆拒）。

乙、第四十军贺耀组，第十军王天培夺回临城。

丙、延吉日侨抗征二。五附税，捣毁税关。

丁、上海海关开始征收船舶进口吨税。

戊、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为第三中山大学（１９２８﹐２﹐６改称浙江大学）校长。

７﹐１２（六，一四）

甲、北伐军又越过临城，迫近滕县。

乙、冯玉祥分电宁汉，化除意见，努力北伐，凡妨碍北伐者即反革命。

丙、邓演达宣言，反对分共。

丁、国民联军抵卫辉，奉军向保定集中。

戊、宋子文自上海到武汉。

己、北京高等审判厅释鲍罗廷妻及三俄信差。

７﹐１３（六，一五）

甲、武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对时局宣言，痛诋武汉中国国民党，决定撤回参加

国民政府之共产党员，惟仍根据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联俄联共赞助工农）奋斗，完

成中国国民革命。

乙、蒋中正移兵西上，防御武汉之东征军（时武汉张发奎军已集中九江）。

丙、白崇禧致书程潜，请调解宁汉之争。

丁、张宗昌等以日本续向青岛增兵，再电请北京外交部严重抗议。

戊、中法商约今日期满，北京外交部加展二月。

己、吴佩孚抵湖北巴东，杨森派兵迎之。

７﹐１４（六，一六）

甲、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武汉政府之革命使命已经终了，并已为反革命势力所控制，

中国共产党员（一）立即退出该政府，（

二）要求惩办压迫农工者，（三）暂不可退出国民党，（四）宣传土地革命，鼓动工人农人，

（五）在国民党内建立战斗机关，以反对压迫及残杀。

乙、冯玉祥、徐谦、孔祥熙电南京武汉，指陈自相备战三不可，请先完成北伐，并主在开封

召集会议，解决党内纠纷。

丙、国民联军占彰德。

丁、武汉政治会议决定处理共产党办法。

戊、白崇禧以津浦路正面敌军北退，决再度围攻临沂。

己、张作霖又令逮捕鲍罗廷妻未获，即将北平高等审判厅长免职。

庚、王宠惠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

辛、盛传日兵参与鲁战，青岛有日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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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统计津京一带外兵约二万人。

７﹐１５（六，一七）

甲、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取缔共产党案（分共），（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

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二）制裁反对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三）派员赴苏俄讨

论切实联合办法，（四）

保护农工及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

乙、第三十五军何键部在汉口作反共示威，占据汉口汉阳各工会，并搜捕吴玉章等（吴等逃）。

丙、北方军徐永昌部占领石家庄，并向南展至顺德。

丁、武汉程潜、张发奎、朱培德、贺龙军分向湖口九江南昌集中，准备分路攻安徽浙江。南

京方面之第二十七军王普等部亦开往安庆，第二十六军周凤岐，第三十一军郑绍虔部进向浙

西。

戊、徐谦自河南电汉口顾孟余，反对东征。

己、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任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为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方面军团长。

庚、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职。

７﹐１６（六，一八）

甲、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两令：（一）限制共产党言动提案乃根据革命利益，

执行纪律，非妨害共产同志之个人身体自由，有压迫妨害者，依法严办，（二）农工政策不

因限制共产份子而停止活动，对农工团体利益仍极力保护维持，如有违背党意，少加摧残，

即执行革命纪律，决不宽贷。

乙、武汉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及分共原因。

丙、山西党争剧烈，阎锡山严切下令限制群众运动。

丁、冯玉祥电唐生智化除意见，集中力量，先灭奉鲁势力。

戊、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以俄国远东银行有接济共党机关情事，请捕房将其封闭。

己、上海禁现金出口，英日用军舰装运出口，供给外国银行。

庚、总计三月出山海关难民达八十七万人，均直鲁籍。

７﹐１７（六，一九）

甲、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实行反共，控制汉阳汉口（武汉东征军事仍未停，以【反共倒蒋】

为口号）。

乙、宋庆龄宣言反对武汉中央党部所采取之排斥共产党措施，指为违背孙中山之主义与政策

（即离武汉赴庐山）。

丙、吴敬恒函南京中央，谓武汉共党退却，以便外交上操纵，请密令防止排日运动。

７﹐１８（六，二○）

甲、胡汉民等覆冯玉祥十四日电，希望勿同室操戈。

乙、汪兆铭等复冯玉祥十四日电，力争国民政府法统。

丙、二次抵青岛之日军炮队开往济南。

丁、武汉中国共产党之向导周报出版最后一期（第２０１期）。

戊、上海银钱业公会电请南京国民政府解现金出口禁。

７﹐１９（六，二一）

甲、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关税自主，定于本年九月一日实行。

乙、直鲁军褚玉璞、徐源泉、许琨等乘北伐军第四十军南撤，再度反攻，复占临城。

丙、国民联军越过磁州，奉军在定州布防，阎锡山劝阻国民联军勿再前进。

丁、张作霖任张宗昌为海军总司令，沈鸿烈为第一舰队司令，吴志馨为第二舰队司令。

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布【告中国青年劳苦群众宣言】，谓国民党屠杀民众，已成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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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己、共产党人李立三、邓中夏等自汉口到九江（时瞿秋白在庐山，谭平山已抵九江）。

庚、青岛日兵捣毁中国警察所并缴警械。

辛、上海太白星（金星）昼见。

７﹐２０（六，二二）

甲、南京军舰增防安庆，第七军亦过芜湖前进（宁汉战机益迫）。

乙、第十六军范石生部开往广东江北增防。

丙、冯玉祥徐谦再电宁汉调停，并提出四项具体办法。

丁、武汉中政会以陈克文代农政部长，王法勤为劳工部长，改组湖北省政府及省党部。

戊、共产党中央常会在汉口商讨南昌九江暴动计划。

己、日外相田中训令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要求张作霖解决东北悬案。

７﹐２１（六，二三）

甲、武汉政治党务机关改组，共产份子均去职，陈公博继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孔

庚、李书城等任湖北省政府委员。

乙、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彭湃在九江会议，决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

指挥暴动。

丙、前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长朱德自汉口回抵南昌（朱于一九二六年底自国外到南昌，一九二

七年二月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长，上月去武汉）。

丁、吴佩孚入四川，杨森迎至奉节。

戊、南京国民政府公布进口关税暂行条例。

己、中日修改商约初次展期三月，于昨日届满，北京外交部提议二次展期。

７﹐２２（六，二四）

甲、武汉中央常会扩大会议议决定于八月十五日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乙、周恩来自武汉到九江，传达中共中央意见，赞同暴动。

丙、上海工部局强征新增之巡捕捐，勒闭抗纳之商店三十余家。

７﹐２３（六，二五）

甲、津浦线直鲁军越过韩庄，迫近徐州。白崇禧再度撤临沂之围赴援徐州（曹万顺部亦自日

照南撤）。

乙、冯玉祥再电劝唐生智全力北伐。

丙、奉天日本总领事吉田茂要求奉天省长莫德惠解决中日悬案（

铁路）。

丁、饶汉祥卒于湖北武穴。

７﹐２４（六，二六）

甲、直鲁军徐源泉、许琨等部占领徐州，王天培军退宿州，第二路军因自枣庄退台儿庄，对

徐州设防。

乙、北方军徐永昌占正定。

丙、武汉汪兆铭等再复冯玉祥电，驱共及迁都南京均无问题，开封可开预备会议，如能和平

统一，战事可免。

丁、鲍罗廷在庐山召集共产党人秘密会议完毕，又回汉口。

戊、广州发现共产党所置炸弹六颗。

７﹐２５（六，二七）

甲、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奏上【大陆政策】。

乙、武汉中政会以鲍罗廷即将回国，致书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证明鲍在中国工作及最近

决议，派代表赴莫斯科，又警告中国共产党中央令制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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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

丙、蒋中正总司令到蚌埠，会同白崇禧部规复徐州。

丁、云南龙云部第三十八军在西路获胜，胡若愚率第三十九军离昆明，龙云恢复自由。

戊、第八军军长李品仙任武汉卫戍司令。

己、天津北京奇热达百十五度。

７﹐２６（六，二八）

甲、武汉政治会议决：（一）凡列名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在党政各机关任职者，应即日起声

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职，（二）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期间，不得有妨害国民革命之行

动，（三）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违者以反党论。

乙、张发奎之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新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率部抵南昌。

丙、冯玉祥再电武汉，主与南京合作。

丁、冯玉祥部张维玺、刘汝明两军攻占陕西大荔（同州），消灭麻振武部（国民三军）。

戊、共产党中央常会在汉口会议，到瞿秋白、利瓦伊汉（罗迈）、张国焘、张太雷，及俄顾

问与第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从嘉伦议，俟张发奎部回抵广东后，再与国民党分离，

暂勿在南昌采取行动（第三国际代表谓如暴动无胜利希望，最好不必发动，在张发奎军中之

共产党员应全部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即派张国焘前赴九江视察，并参预决策。

己、武昌炮弹炸裂，第四军与第五军因误会而互相炮击。

庚、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承认莫斯科之孙逸仙大学，令各机关不得再送学生前往。

７﹐２７（六，二九）

甲、武汉中央得知第三国际７﹐１４宣言，通令各党政军机关防范。

乙、周恩来、李立三等到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周任书记，决定７﹐３０暴动。

丙、鲍罗廷离武汉赴郑州，陈友仁同行，国民党要人赴车站送别（鲁易先亦取道河南陕西回

俄）。

丁、张国焘自汉口到九江，即晤恽代英、高语罕、夏曦、廖干吾等。

戊、李宗仁、李济琛、白崇禧、陈可钰等警告张发奎，陈铭枢亦致书第十一军将士，劝其改

悔。

己、冯玉祥、张之江、鹿锺麟电南京就军事委员会委员职。

庚、上海英美烟厂因抵制纸烟特税完全停歇。

７﹐２８（六，三○）

甲、汪兆铭、孙科、张发奎以东征军不稳，由汉口赶赴九江处理。

乙、鲍罗廷到郑州。

丙、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告中国共产党书】，劝放弃对国民党敌视态度，否则

将执行纪律。

丁、斯大林发表【寄生政策之结束】，辩护中国共产党过去与国民党联盟之正确，抨击反对

派（托洛斯基、齐诺维夫、拉狄克）。

戊、阎锡山电张作霖，请早定方针，否则对国民联军北进不便再阻（张又派邢士廉前往接洽）。

己、日本【对支非干涉同盟】中国视察团自东京出发。

７﹐２９（七，一）

甲、冯玉祥联络河南红枪会、黄枪会，改编为民团军。

乙、中共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

丙、冯玉祥与鲍罗廷在郑州会谈，说明请其回俄及与蒋中正合作原因。

丁、叶挺在南昌召集所部团长以上人员会议，商暴动。

戊、张国焘与张发奎长谈。

７﹐３０（七，二）



- 564 -

甲、汪兆铭、孙科、张发奎等在庐山招集张发奎部将领会议，决定分共，命贺龙、叶挺撤回

九江，扣留第二方面军秘书长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干吾，第二十四师党代表恽代英

等（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秘密通知恽等）。

乙、鲍罗廷再度与冯玉祥会谈，劝冯攻武汉，并与宋庆龄、邓演达合作。

丙、鲍罗廷离郑州西去，取道陕甘蒙古回俄，冯玉祥之俄顾问乌斯马诺夫、谢福林等同行。

丁、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长卢尔德铭、团附余洒度、指导员辛汉文等率军自武昌抵黄石港，

得知南昌暴动即将发生，改自阳新上岸南进，进向江西奉新（卢原为张发奎部）。

戊、贺龙在南昌召集所部团长以上人员会议，商暴动。

己、张国焘、恽代英到南昌，晤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彭湃、叶挺、周逸群等，主暂勿

暴动，免与张发奎决裂。周、李、谭等坚持不可。

庚、青岛渤海舰队（第二舰队）司令吴志馨因通革命军被张宗昌拘捕。

辛、上海租界新增收巡捕捐风潮调停解决，捐额仍旧，被逼停业商店复业。

７﹐３１（七，三）

甲、冯玉祥到归德，视察军事。

乙、南昌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等之前敌委员会决定于今夜暴动（张国焘同意）。

丙、蒋总司令指挥王天培、贺耀组，白崇禧指挥陈调元、叶开鑫等部分路反攻徐州。

丁、蒋中正之代表何成浚到北京，晤杨宇霆（寻赴太原）

８﹐１（七，四）

甲、午夜一时，第二方面军新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

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兼团长周士第，第二十军第三师长周逸群在南昌暴动，前第三军军

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应之（汪兆铭、孙科等在庐山，派张发奎往讨，汪等即回汉口）

。

乙、共产党在南昌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郭沫

若、苏兆征、江浩、高语罕、周恩来、张国焘、彭湃、向忠发、夏曦、方维夏、李立三、徐

特立、张曙时、韩麟符、姜济寰、贺龙、叶挺等为委员（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于右任、何香

凝、陈友仁、张发奎、邓演达、黄琪翔、朱晖日、彭泽民、经亨颐等均被列名），谭、贺、

恽、郭、宋、邓、张发奎为主席团，谭为主席，吴玉章为秘书长，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团主任，恽代英为宣传委员主席，张国焘为工农委员会主

席，林祖涵为财务委员会主席，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长，贺龙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为

前敌总指挥，廖干吾为党代表，刘伯承为参谋长，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叶挺为第十一军长

兼副总指挥，聂荣臻为党代表（时在九江，８﹐４到南昌），姜济寰为江西省政府主席。

丙、卢尔德铭、余洒度与湖南平江浏阳农民自卫军会合。

丁、武汉发觉湖北总工会发出武阳夏总罢工密令，军事委员会以实力制止，拘捕多人，枪毙

一人。

戊、冯玉祥再电宁汉调解，主开中央执监委员会。

己、冯玉祥以张之江为北路总司令，鹿锺麟为东路总司令。

庚、反攻徐州之左路王天培军占领九里山，直薄城下，右路贺耀组军亦迫徐州东南地区。

８﹐２（七，五）

甲、武汉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共产党，免贺龙、叶挺职，命张发奎进攻。

乙、胡汉民等复冯玉祥电，对武汉去共，已相当原谅，赞成开中央执监委员会。

丙、蒋中正进至徐州城外，第十军王天培，第二十师陈诚等与褚玉璞军激战，第三十七军陈

调元，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遭孙传芳军攻击，均失利。

丁、延吉日商抗纳二。五附税交涉解决。

８﹐３（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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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武汉汪兆铭等覆冯玉祥电，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已决定召集，如宁方尊重中央（武

汉），讨共北伐，个人问题，无关轻重。

乙、反攻徐州不成，各军南撤，蒋中正以柏文蔚为徐海前敌总指挥。

丙、文学家冯煦卒于上海，年八十五岁。

８﹐４（七，七）

甲、冯玉祥将昨日汪等电转宁，主速开中央执监委员会。

乙、汪兆铭致书许崇智，表示认错，对许氏多推崇语（许先派代表往汉，汪主汉方与沪方即

西山会议派合作，许寻与居正、伍朝枢来庐山晤汪，并到汉口晤唐生智）。

丙、鹿锺麟部杨虎城军进抵徐州城西九里山，为直鲁军张敬尧所败，西退马牧集。

丁、奉天日本总领事吉田茂警告奉天省长莫德惠，如不反省对日态度，将禁止军用列车通过

南满铁路附属地区（翌日田中外务大臣令吉田暂缓采取强制手段）

。

８﹐５（七，八）

甲、共产党贺龙、叶挺退出南昌，进向广东（约二万人，时周逸群主取道吉安赣州，叶挺主

取道抚州广昌瑞金寻邬。叶于昨日，贺于今日离南昌）。

乙、胡汉民电李济琛，防范张发奎、黄琪翔。

丙、钱大钧自广州率军集中赣州，应付南昌叶、贺部。

丁、冯玉祥电阎锡山，劝勿犹豫。

戊、武汉军事委员会加委王天培、赖世璜、范石生、王普、陈调元、周凤岐、叶开鑫、曹万

顺、贺耀组、谭曙卿、胡宗铎、夏威为军长。

己、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均由改组委员会接收，总工会亦被接收，武汉卫戍司令捕杀共

产党人。

庚、南京上海等处商民发起关税自主运动。

８﹐６（七，九）

甲、蒋中正自津浦路前线回南京。

乙、白崇禧之第二路军自苏北后撤，损失颇重，孙传芳部郑俊彦、刘士林、梁鸿恩等师跟随

南进。

丙、唐生智、程潜、朱培德等电何应钦、李济琛等，请合力讨共。

丁、汪兆铭发表【错误的纠正】。

８﹐７（七，一○）

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毛泽东、向忠发、张太雷、邓中夏、利

瓦伊汉（罗迈）等在汉口（日本租界？）会议，决以群众力量彻底实现土地革命的政纲，建

立苏维埃政权，定于秋收时期在湘鄂赣粤四省领导农民暴动（纠正过去所谓【机会主义】）。

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任弼时为农民部长，向忠发为工人部长，

苏兆征为组织部长，蔡和森为宣传部长，杨之华为妇女部长（此会由共党国际代表纽曼主持）。

乙、朱德部在抚州编为第九军，随贺龙、叶挺南去（时贺叶部已损失三分之一）。

丙、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之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

罕开除党籍，取消其在国民党中之中央执监及候补委员资格，并拏办；又定清除共产党员办

法四条，令登记及登报声明，否则以反革命论。

丁、张发奎军到南昌。

戊、卢尔德铭部以不得与南昌叶挺、贺龙会合，自奉新移驻修水（

归朱培德）。

８﹐８（七，一一）

甲、蒋中正因津浦线军事失利，李宗仁、白崇禧等别有企图，决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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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蒋中正电冯玉祥，赞同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促

成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上由李济琛坐镇南中，唐生智肃清上游，蒋中正、冯玉祥、阎

锡山北伐。

丙、胡汉民、吴敬恒、李宗仁等电武汉自承卤莽，赞成合作。

丁、武汉中政会议决：（１）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褫夺现

职与张国焘等一并通缉，（２）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许苏魂、韩麟符、于树

德、江浩、夏曦开除党籍，并免现职，（３）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周恩来、彭湃通缉，

（４）跨党及任职之共产党员一并开除党籍并免职（８﹐１５复将陈启修停职），（５）湖北

全省人民团体停止活动。

戊、贺龙、叶挺部集抚州，以朱德为第九军长（叶挺拨第二十五师周士第部属之）。

己、日使芳泽自日本到南京晤外交部长伍朝枢（明日见蒋中正、胡汉民）。

庚、北京中西（西班牙）修约会议开幕。

辛、唐生智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蒋中正，谓其纵容共党，跋扈专横，自立政府，

擅开会议，压迫武汉（是日何键约晤夏斗寅部师长万耀煌于黄梅，说以合作，不成）。

８﹐９（七，一二）

甲、武汉汪兆铭等通电，决定一月以内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党内纠纷，如有改组

必要，亦可提出。

乙、第十一军第十师长蔡廷锴在江西进贤脱离叶挺，率部（约五千人）开赴赣东（原任该军

军长陈铭枢派蒋光鼐往收抚）。

丙、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以与唐生智勾结，擅自退却及扣饷，被蒋中正拘押。

丁、中共中央派蔡和森赴华北工作（蔡原拟回湖南助毛泽东工作）。

戊、斯大林在俄共中央会议中指中共犯有社会民主主义、孟什维克之错误。

己、孙传芳军占皖北怀远。

庚、日外务次官出渊警告中国公使汪荣宝，谓东三省当局缺乏诚意。

辛、北京教育总长刘哲将北京国立九校合并为京师大学，自兼校长。

８﹐１０（七，一三）

甲、武汉汪兆铭、谭延闿等覆胡汉民等八日电，自承防共过迟，赞成宁汉合作。

乙、第二路军自淮海后退，孙传芳军占清江浦。

丙、李济琛就任蒋中正所委之第八路总指挥，暂由黄绍竑代理。

丁、宋鹤庚奉蒋中正命到湘南，自长沙退出之许克祥部应之。

戊、北京公使团议阻南京关税自主，无结果。

８﹐１１（七，一四）

甲、冯玉祥电覆李宗仁等，商在安庆开中央执监大会预备或筹备会。

乙、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四次全体大会改九月十五日在南京举行。

丙、何应钦、黄郛、张群调解蒋中正与李宗仁、白崇禧意见（李等主蒋辞职，期宁汉顺利合

作）。

丁、蒋中正枪毙不战而退出徐州之第十军军长王天培。

戊、汉口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枪毙该军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耿丹。

己、俄顾问嘉伦离汉口东去，取道上海回国（过上海曾晤蒋中正）。

庚、叶挺、贺龙部自江西抚州进向宜黄、广昌、石城。

辛、南京政治会议通过以薛笃弼为民政部长。

壬、武汉经济愈趋困难，汉口商会请政府勿再印库券。

８﹐１２（七，一五）

甲、蒋中正总司令辞职，与黄郛离南京赴上海，发表８﹐８之告国人书，述反共经过，并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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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一）宁汉同志共集南京团结一致；（

二）武汉军队并力北进，完成国民革命；（三）湘鄂赣澈底清党。

乙、李宗仁、白崇禧等电覆冯玉祥，赞成安庆会议。

丙、孙传芳部占淮阴。

丁、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以擅杀耿丹，被唐生智拘捕，所部分别缴械改编。

戊、前第九军军长彭汉章（黔军袁祖铭旧部）在汉口被唐生智枪毙。

己、美使马慕瑞回国，商对华事。

８﹐１３（七，一六）

甲、白崇禧、夏威、胡宗铎电唐生智、张发奎，谓讨蒋事已设法解决，即可达目的，胡即赴

九江晤唐、张（时李宗仁已西去汉口），又电汪兆铭、谭延闿、李宗仁、程潜等，蒋已去职，

亟应继续努力，完成革命。

乙、前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代表李济琛携款至南昌，安抚张发奎军（张不满李，拟拥陈，陈

力持不可）

。

丙、孙传芳及直鲁军占蚌埠，革命军贺耀组部南撤，孙下令所部会同唐生智夹攻南京。

丁、南京外交部长伍朝枢宣言，以正当手续，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８﹐１４（七，一七）

甲、南京中央五委员胡汉民、张人杰、蔡元培、李煜瀛、吴敬恒辞职赴沪，并电冯玉祥取消

安庆之行，一了百了，免貌合神离，强合而暗斗，请冯一柱擎天。

乙、冯玉祥电蒋中正，恳切挽留。

丙、蒋中正抵宁波，回奉化。

丁、唐生智免第三十军军长魏益三职，以彭振国继，魏率数团自孝感东退皖北。

戊、夏威任第七军副军长，杨胜治任第十军军长，王天锡为副军长（第十军原有六师，现余

不及半数）

。

己、日本外务省次官森恪召集日公使芳泽、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及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

在大连开第二次东方会议，商东三省问题，张作霖之日顾问町野武马大佐亦列席。

８﹐１５（七，一八）

甲、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电请胡汉民、蔡元培等回宁。

乙、武汉政府决迁南京，汪兆铭、唐生智等到九江，电邀南京何应钦等前往会商。

丙、蒋中正正式电南京国民政府辞职。

丁、唐生智电孙传芳，所部即由九江东进，会师南京。

戊、邓演达到莫斯科。

８﹐１６（七，一九）

甲、唐生智任命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为第四集团军江左军、江右军前

敌总指挥。

乙、孙传芳军占扬州。

丙、广州中央银行挤兑。

丁、张作霖下令取缔排日运动。

戊、英飞机落上海江湾，华兵扣留其两翼。

８﹐１７（七，二○）

甲、何应钦、李宗仁通电否认代理总副司令，在蒋中正未回任前，军令由军事委员会处理。

乙、黄郛再劝蒋中正勿草率再出。

丙、直鲁军及孙传芳军抵浦口，与革命军隔江相持，互相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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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全部撤至长江以南）。

丁、海防越人排斥华侨，肆行焚劫杀掠，死伤一百余人（凡四日，法政府不加禁止）。

戊、上海英兵以飞机被扣，折断沪杭路为要挟（明日因日领事调停解决）。

８﹐１８（七，二一）

甲、南京会议议决要求武汉继续清党，并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照未自广州北迁前状态改组。

乙、第七军自芜湖开驻南京。

丙、贺龙部与第三十二军钱大钧部两团激战于江西瑞金壬田，伤亡颇大（翌日钱部退向会昌）。

８﹐１９（七，二二）

甲、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依中央扩大会议之决议，发表迁都南京宣言，并撤销南京各中央

执监委员处分。

乙、汪兆铭、谭延闿电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共同出兵【北歼奉鲁】【南除共贼】。

丙、李济琛、杨树庄、李宗仁、何应钦等通电慰留蒋中正。

丁、贺龙叶挺部抵江西瑞金（时全军约八千人）

。

８﹐２０（七，二三）

甲、汪兆铭、谭延闿、孙科、于右任、顾孟余、唐生智、程潜等自汉口到九江，与南京代表

胡宗铎会商。

乙、张发奎率第四军自南昌开往广州。

丙、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出秋收暴动计划。

丁、渤海舰队三次袭击吴淞无效。

戊、白崇禧就任上海卫戍司令，杨虎、陈群逃避。

己、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改司法制度，自十一月一日起裁撤检察厅。

庚、江西共产党人方志敏在弋阳组织农民协会。

８﹐２１（七，二四）

甲、唐生智部何键军入安庆，王普、夏斗寅两军东退，原省政府省党部迁芜湖，省府主席蒋

作宾往上海。

乙、孙传芳电唐生智，盼携手同心，共匡大局。

丙、南京军事委员会整理军事：（一）归并杂色军队，（二）裁撤宣抚招抚使等机关，（三）

缩小政治部范围，（四）裁撤徒手部队。

丁、山东境内日军开始自青岛撤退（９﹐８撤毕）。

８﹐２２（七，二五）

甲、李宗仁自南京到九江，与汪兆铭、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宋子文、陈公博、唐生智、

朱培德、于右任、程潜等会于庐山，唐生智声言即进兵芜湖，李宗仁力持不可。最后决定谭、

孙先赴南京视察，唐部暂停东进。

乙、张作霖要求阎锡山撤退石家庄驻军，以便向河南进攻冯玉祥军。

丙、蓝浦生电张伯伦，惋惜蒋介石下野。

８﹐２３（七，二六）

甲、第一军何应钦部开赴沪宁铁路，南京由第七军接防，第四十军贺耀组，第四十四军叶开

鑫部亦离南京开往秣陵关、大胜关、采石矶一带。

乙、中共中央函复毛泽东，指示湖南秋收暴动。

丙、中国共产党发布【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

丁、南京浦口间炮战剧烈（与四五月间情形相同），张作霖劝孙传芳勿急进，先专力对冯玉

祥。

８﹐２４（七，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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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谭延闿、孙科等偕李宗仁自九江到南京（过和县大胜关时，适孙传芳军偷渡，被击退）。

乙、叶挺、贺龙、朱德攻江西会昌，钱大钧部退向寻邬。

丙、日使芳泽访张作霖，依东京大连两次东方会议之决定，提出解决满蒙问题，张派杨宇霆

与谈判。

丁、奉天本溪湖发生矿工风潮，日警肆行刺打，重伤数十人，拘捕约三百人，并宣布停业。

戊、蒋中正函黄郛，决先赴日本，留一个月，即游欧洲，以一年为期。

８﹐２５（七，二八）

甲、是夜，江北六合仪征间之孙传芳军李宝璋、王淼、郑俊彦、段承泽、刘士林等部分三路

渡江（据云由于蒋方震策划，孙与唐生智联合，孙不待唐军东来，先行发动，谋独占南京）。

乙、云南将领内讧未已，张汝骥攻昆明龙云军，胡若愚借黔军周西成部回滇。

丙、上海商会请国民政府展期裁厘加税仍赞成关税自主。

８﹐２６（七，二九）

甲、孙军西路占乌龙山，中路占栖霞山，东路占龙潭。乌龙山之军被击退，东与栖霞山孙军

合，是晚白崇禧命第一军第十四师卫立煌自镇江反攻，夺回龙潭。

乙、孙传芳之便衣队破坏沪宁铁路嘉定安亭车站路轨。

丙、陕西国民联军张维玺、刘汝明攻克同州，麻振武中伤而死。

丁、叶挺部再败钱大钧部于江西会昌洛口墟。

戊、日使催杨宇霆谈满蒙问题，北京外交界极注意此交涉。

８﹐２７（八，一）

甲、第一军（第二十一师陈诚、警备师姚琮）第七军（夏威、胡宗铎、锺祖培师）夺回栖霞

山。主力即撤回南京防守乌龙山、幕府山、新河镇一带。

乙、孙传芳军增援反攻（约三万人），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副师长徐庭瑶）第十四师（卫

立煌）第二十二师（ 思宗）苦战不利（

传长江英军舰曾开炮）。

丙、上海西山会议派许崇智、张继、谢持、覃振等大活动，主张宁汉沪三党部合组中央，张

并表示汪兆铭亦应暂避。

丁、杨宇霆与日使芳泽开始谈判满蒙问题。

戊、围攻云南省城之张汝骥军为龙军所败。

己、第八届远东运动大会在上海举行。

８﹐２８（八，二）

甲、孙传芳军再占龙潭西扰尧化门，革命军第一军败退麒麟门，南京危急。白崇禧到镇江指

挥。

乙、何应钦、李宗仁联电辟谣，否认彼此不睦。

丙、宋庆龄、陈友仁到海参崴，即往莫斯科。

８﹐２９（八，三）

甲、何应钦督第一军（陈诚师）第七军（夏威、李明瑞、胡宗铎、陶钧师）自南京东进，白

崇禧亦指挥第一军刘峙、邓振铨、顾祝同师自镇江西进，孙传芳亲至龙潭指挥。

乙、谭延闿、孙科电汪兆铭、唐生智速进军皖北。

丙、北京军事会议对豫军事决先向阎锡山索回石家庄。

丁、南京国民政府布告裁厘加税暂缓实行。

８﹐３０（八，四）

甲、自南京东进之革命军向龙潭孙传芳军（郑俊彦、段承泽、李宝璋、梁鸿恩、崔景桂、马

宝珩、刘士林等师五万余人）总攻，肉搏冲锋，剧战竟日，夺占黄龙山，克复龙潭，自镇江

西进之革命军同时攻击，海军司令陈绍宽、陈季良亦在江上助战（是役第七军李明瑞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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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力）。

乙、日使芳泽致北京外交部节略，定九月七、八两日撤退山东日军，惟声明将来必要时，仍

于日侨居留地出兵自卫。

丙、上海解现金出口禁。

８﹐３１（八，五）

甲、何应钦、白崇禧等督率各军扫荡龙潭附近孙传芳军，猛烈追击，海军复于江上截击，俘

虏约二万人，革命军第一第七两军死伤亦八千余人。

乙、杨宇霆宣布日本提案要求为：（一）反对中国建筑与日本利益冲突之铁路，（二）在满洲

增设日领事署若干处，（三）海关附税事。

丙、上海英军续撤一部。

丁、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琦在上海被捕（不久获释，去日本）。

戊、吴佩孚在四川白帝城仍以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委杨森、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李

其相为一二三四五路司令。

８﹐共产党人刘伯承煽动四川泸州第二十二军赖心辉部袁品文等三旅叛变，称四川红军第三

路（赖得第二十一军刘湘之助，经月余攻战，收复泸州，赖亦从此失势。按本年二月及七月

第二十八军顺庆之江防军黄隐部，驻广汉之陈祖旅均因共党煽动叛变）。

９﹐１（八，六）

甲、湘南许克祥军因唐生智军之攻击，退出永州。

乙、第三十二军钱大钧败贺龙于江西会昌。

丙、何键自以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名义委任各厅代理厅长。

丁、渤海舰队偷袭吴淞。

９﹐２（八，七）江北浦口扬州之孙传芳军相继撤退。

９﹐３（八，八）

甲、济南日军开始撤退，上海日总领事通知上海交涉员声明必要时仍将出兵自卫。

乙、李济琛以黄绍竑为中央军总指挥（黄旭初代），钱大钧为左翼军总指挥，范石生为右翼

军总指挥，堵击叶挺贺龙军入粤，另以陈济棠师防东江。

丙、叶挺败钱大钧之第三十二军，占领会昌。

丁、直鲁军飞机在上海高昌庙投弹。

戊、在上海举行之第八届远东运动大会闭幕。

己、赵尔巽卒，年八十四岁（１８４４至１９２７）。

９﹐４（八，九）

甲、谭延闿、孙科到上海，邀胡汉民等回南京。

乙、奉天二万人举行反日示威运动，高呼打倒田中内阁。

９﹐５（八，一○）

甲、汪兆铭自九江到南京，朱培德、何香凝、陈公博、顾孟余、徐谦等同行（是日南京发现

反汪标语）

。

乙、谭延闿、孙科在上海晤胡汉民、许崇智，决定宁汉沪三方合作。

丙、李济琛发表宣言，主蒋汪合作，暂时保留总司令制，蒋为最适宜之军事领袖，中央委员

从速集会，宁汉政府同时废除，另组第三政府（９﹐１３发表）

。

丁、渤海舰队连日袭击吴淞，被炮台击退。

９﹐６（八，一一）

甲、唐生智部江右军刘兴率第三十六军入芜湖，陈调元部第三十七军东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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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革命军第四十军贺耀组部渡江占浦口，新编第十军夏斗寅部占和州。

丙、冯玉祥宣布靳云鹗屡抗命令，勾结敌匪等罪状，免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职（靳与唐生智

结合，武汉已任为中央直辖第八方面军），调孙良诚、韩复矩、孙连仲等部夹攻（时盛传方

振武、岳维峻、刘镇华等一致反冯）。

丁、济南日军全部撤退。

９﹐７（八，一二）

甲、日使芳泽因东三省有反日运动，向张作霖提出警告。

乙、日本民政党总裁滨口反对田中对华政策。

丙、谭延闿自上海回南京，与汪兆铭会商。

丁、太原军事会议，决定不撤石家庄驻军，并准备对奉军事。

戊、冯玉祥军与靳云鹗军战于许昌。

己、靳云鹗电冯玉祥，谓驻军京汉路线，不即东进，乃奉武汉密令，防冯异图。

庚、第十八军杨杰部占扬州，第十四军熊式辉师占泰州。

辛、宋庆龄、陈友仁抵莫斯科。

９﹐８（八，一三）

甲、叶挺占领福建汀州，仍揭【中国国民革命闽南救党军事委员会】旗帜（时叶挺周恩来主

以主力经梅县兴宁五华取惠州，俄顾问及贺龙刘伯承主先取潮州汕头，再取惠州，结果从后

议）。

乙、共产党毛泽东联合江西铜鼓前武昌警卫团卢尔德铭、余洒度部及湘赣间农民、安源矿工，

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以余为暴动总司令，苏先俊为师长，毛自任中央政治局前敌革

命委员会主席，开始在湘东暴动（两湖秋收暴动。中共中央原定９﹐１０即中秋节举行）。

丙、共产党方志敏在江西弋阳暴动。

丁、唐生智在安庆演说，痛诋蒋中正，否认宁汉合作，谓系中央迁宁，以南京中央为伪中央，

又令安徽省党务停止活动。

戊、汪兆铭在南京演说，主张真诚合作，挽留胡汉民等。

己、山东境内日军全部撤退。

９﹐９（八，一四）

甲、汪兆铭、谭延闿、孙科、李宗仁、朱培德、李烈钧等到上海，拟晤胡汉民、吴敬恒及西

山会议派之许崇智等。

乙、杨宇霆与芳泽二次会议，日方发表满洲铁路问题。

９﹐１０（八，一五）

甲、汪兆铭等在上海与蔡元培、李煜瀛及上海中央党部（即西山派）居正、邹鲁、覃振等商

宁汉合作（胡汉民、吴敬恒避不与汪见，汪又电催蒋中正赴沪，蒋不覆）。

乙、北方军与奉军在石家庄有小冲突（旋平息）

。

丙、第十八军自扬州进占宝应。

丁、湖南醴陵共产党暴动攻萍乡县城，安源工人同时举事（毛泽东一度在浏阳文家市被捕，

寻逃脱）。

戊、共产党毁咸宁之武长铁路劫去现款十万元。

９﹐１１（八，一六）

甲、唐生智到芜湖（白崇禧等邀其来南京，唐不允，９﹐１３回汉口，并将【决川】【浚蜀】

两舰带去）。

乙、汪兆铭、谭延闿、孙科、于右任、程潜、褚民谊、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李宗仁、

伍朝枢、王伯群、叶楚伧、李烈钧、杨树庄、张继、谢持、许崇智、覃振、邹鲁、居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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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第一次谈话会，汪主召开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为蔡元培等所拒。

丙、冯玉祥军孙良诚占领郾城、漯河（明日占西平，靳云鹗部军长秦德纯降）。

丁、贺龙叶挺军迫近粤东，黄绍竑由韶关东进，李济琛又组织东路军，自任总指挥，由陈济

棠代，并派姚雨平率舰队赴汕头。

戊、胡宗铎任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第七军及第十五军刘佐龙之各一部组成）。

己、奉海铁路全部通车。

９﹐１２（八，一七）

甲、汪兆铭、谭延闿、蔡元培、张人杰、张继、谢持等在上海开第二次谈话会，商定由宁汉

沪三方合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机关，定明年一月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由三方各

推六人，合推十四人（昨日已大致决定）。

乙、武汉各机关人员开始东下，实行停止办公。

丙、第十八军攻占淮阴。

丁、许克祥退入广东连州，受李济琛改编。

戊、湖南工农军攻占醴陵（９﹐１４走浏阳）。

９﹐１３（八，一八）

甲、汪兆铭通电辞职，自认防制共产党徒过迟，听候中央处分，顾孟余函中央党部，谓东来

为出席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今此会不开，其它会议无参加必要（汪、顾即返汉口）。

乙、谭延闿、蔡元培、谢持等在上海继续开谈话会（第三次）。

丙、京奉铁路新奉段所借日款本息还清，合同取消（合同订于１９０７﹐４﹐１５）。

丁、第十八军杨杰部占领清江浦。

９﹐１４（八，一九）

甲、中日满蒙交涉因东三省民众及蒙古王公之反对，日本田中内阁声明暂行中止。

乙、谭延闿、蔡元培、孙科、谢持、张继、张人杰等赴南京。

丙、陈公博函中央党部，谓第四次中央全会既多主不开，即及时引退（即赴广州）。

丁、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以违抗命令，在上海被捕（因开罪于白崇禧，白无直属部队，思改

编该军。赖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枪决于南京）。

戊、夏威任第七军军长，黄绍竑任第十五军军长，李宗仁专任第三路总指挥。

己、第四十军贺耀组占滁州。

９﹐１５（八，二○）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出席者二十人）在南京开会，上海中央党部委

员（西山派）在紫金山开会，均议决设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及监察委员会职权，

筹备定期明年一月一日之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监临时会议又决议开除彭泽民、邓演

达党籍，恢复王宠惠党籍，将徐谦、詹大悲等五人有无附共嫌疑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

特别委员为蔡元培＊、伍朝枢、李宗仁、李烈钧、李煜瀛＊、王伯群（宁方另候补三人为叶

楚伧、褚民谊、缪斌）、孙科、程潜、何香凝＊、朱培德、谭延闿、于右任＊（汉方另候补

三人为顾孟余、甘乃光、陈公博）、谢持、林森、居正、许崇智、邹鲁、覃振（沪方另候补

三人为茅祖权、刘积学、傅汝霖）、胡汉民、汪兆铭、张继＊、杨树庄、蒋中正、唐生智、

阎锡山、冯玉祥、张人杰、吴敬恒、戴传贤、李济琛、何应钦、白崇禧（以上公推有＊者兼

监察）。

乙、唐生智在汉口通电调停冯玉祥、靳云鹗之战（靳反冯得唐之助）。

丙、中共湖南省委彭公达等停止明日之长沙暴动计划。

丁、共产党毛泽东自湖南醴陵北走与卢尔德铭、余洒度部会合，占平江浏阳。

９﹐１６（八，二一）

甲、中央特别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议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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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宣言中国国民党统一，继续清党北伐，（二）中央党部组织，（三）国民政府组织（分外

交、内政、财政、司法、农工、实业、交通七部及大学院，与军事委员会），（四）设监察院，

（五）推定中央党部各部长委员，及国民政府各部部长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人选提案人。

乙、中央执监临时会议挽留汪兆铭、胡汉民、吴敬恒。

丙、奉天打（打虎山）通（通辽县）铁路决不顾日本之反对即兴工建筑。

丁、张定璠任上海市市长。

９﹐１７（八，二二）

甲、特别委员会通过丁惟汾等四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兆铭、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

谭延闿五人为常务委员，于右任等六十七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何应钦、李宗仁、

李济琛、汪兆铭、胡汉民、唐生智、程潜、冯玉祥、蒋中正、杨树庄、阎锡山、谭延闿十四

人为主席团，蔡元培为大学院长，孙科为财政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

伍朝枢为外交部长。

乙、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发表宣言。

丙、毛泽东等自湖南浏阳北入湖北，占通城（山？）。（旋入江西铜鼓，九月底工农革命军余

洒度降，卢尔德铭战死，毛走永新三湾，改编所部为一团，约四百人）。

丁、广东共产党彭湃、林道文再占海丰（９﹐２５为粤军克复）。

９﹐１８（八，二三）

甲、张发奎部由黄琪翔统率到韶关（该军自南昌追击叶挺、贺龙，行至抚州，折向赣江南进）。

乙、叶挺、贺龙、朱德败潮梅警备司令王俊部于大埔。

丙、汉口破获共产党机关，发现其轰炸汉口之阴谋。

丁、张人杰、于右任、蔡元培、李煜瀛等往上海，挽留汪兆铭、胡汉民、蒋中正、吴敬恒。

戊、北京政府与日本订立取缔东三省韩人协议。

９﹐１９（八，二四）

甲、中央特别委员会推汪兆铭、蔡元培、谢持为常务委员，中央党部各部改委员制，并定十

月一日取消政治会议，与政治分会。

乙、北方革命军布置完毕，分三路讨奉，左路军出京绥路，总指挥商震，右路军出正太路，

总指挥徐永昌，中央挺进队自天镇出蔚县，司令（第四师长）傅作义（先出发）。

丙、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议决，不再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暴动，实行工农革命军及苏维埃，没

收大地主土地。

９﹐２０（八，二五）

甲、南京特别委员会产生之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同时就职，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

乙、武汉市党部对南京特别委员会表示怀疑。

丙、叶挺、贺龙部进向潮州汕头，朱德留守三河坝，潮汕警备司令王俊部撤退。

丁、第三十一军（白宝山旧部）被第一路军在宁沪沪杭两路缴械。

戊、冯玉祥部韩复矩军占领河南禹县，靳云鹗部军长李振亚溃逃。

９﹐２１（八，二六）

甲、武汉成立政治分会，汪兆铭、顾孟余到汉口。

乙、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以代理第四集团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率部抵广州，揭拥护汪兆铭、

李济琛、张发奎等标语。

丙、汉口中日兵冲突，日军以机关枪射击，我方死官兵三人（９﹐２３解决）。

丁、北京外交部长王荫泰与日使芳泽续开中日商约会议之预备会。

９﹐２２（八，二七）

甲、唐生智表示如南京对彼不满，即武力周旋（八日前南京已有对唐军事酝酿）。

乙、武汉政治分会设财政委员会，由孔庚等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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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国民政府议决设财政监理及外交委员会。

丁、芜湖刘兴军解散富双英师（奉军旧部）。

９﹐２３（八，二八）

甲、叶挺、贺龙占领潮州。

乙、唐生智部之江右军刘兴部进驻东西梁山。

丙、蒋中正自宁波到上海，晤胡汉民、吴敬恒、何应钦，准备出洋。

丁、云南唐继虞乘龙云与黔军相战，围攻昆明（黔军周西成助胡若愚等）。

戊、南京短波无线电台落成。

９﹐２４（八，二九）

甲、贺龙、叶挺占汕头。

乙、唐生智令汉口中央银行停止营业。

丙、冯玉祥部石友三军大破靳云鹗部于河南项城艾亭。

丁、前年罗振玉照废纸价购买之清内阁档案八千袋，售与日人松崎。

戊、太湖湖匪在苏锡劫掠。

９﹐２５（八，三○）

甲、叶挺、贺龙、谭平山、高语罕、周恩来等在汕头，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

策。

乙、粤军薛岳、陈济棠、桂军黄绍竑到丰顺，进向揭阳汤坑。

丙、冯玉祥电请蒋中正复职。

丁、江苏、浙江、南京省市党部宣言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

戊、汪兆铭通电，愿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

己、徐谦通电自白。

９﹐２６（九，一）第一军改编为第一、第九两军，以刘峙、顾祝同分任军长。何应钦专任

第一路总指挥。

９﹐２７（九，二）

甲、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演说，决由共产党领导中国苏维埃。

乙、阎锡山之北方革命军实行讨奉，左路军前敌指挥张荫梧部队沿京绥路前进，奉军拆毁柴

沟堡路轨。

丙、南京第七军开往江宁镇采石矶，防唐生智部刘兴军前进。

丁、武汉政治分会任何键为安徽省政府代理主席，并任命各厅厅长。

戊、张发奎自香港到广州，所部军队陆续开到。

己、蒋中正发告别黄埔同学书（一作９﹐２０）

。

庚、汪兆铭由汉口到庐山。

辛、张宗昌等在济南会议，决三路攻河南。

９﹐２８（九，三）

甲、蒋中正由上海赴日本，张群同行。

乙、北方革命军左翼军前敌指挥张荫梧破奉军于丰镇，并在大同捕奉军检阅使于珍等。

丙、甘肃张兆钾部韩有禄黄得贵合旧国民三军田玉洁部占三原泾阳，宋哲元军围攻。

９﹐２９（九，四）

甲、黄旭初、陈济棠败叶挺、贺龙于丰顺汤坑（叶贺部约六千人），薛岳师自丰顺留隍进向

潮州。

乙、武汉政治分会通电谓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在党章无根据，不能承认，暂认为

事实政府，在对外，对军阀，对共产党，与之作有条件之合作，其党务政治一般的决议，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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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为有效。

丙、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通电讨张作霖。

丁、渤海舰队又袭击吴淞。

戊、毛泽东率残部抵永新三湾。

９﹐３０（九，五）

甲、黄绍竑率黄旭初、陈济棠、薛岳各师，夺回潮州、汕头。

乙、张作霖电阎锡山质问，不覆，张学良亦电阎提出和平条件。

丙、北方革命军右路总指挥徐永昌开始向正定奉军攻击。

丁、周凤岐辞浙江省政府委员及第二十六军军长职，浙省政府改组，何应钦任主席（传周被

何扣留）。

戊、广州政治分会决不遵南京所发十月一日之撤销令，并派张发奎等为省党部改组委员，李

济琛等为经济委员会委员。

己、南京国民政府令四川将领通缉吴佩孚。

庚、武汉政治分会改任第三特区（旧英租界）管理局长，英领事表示拒绝（十月四日由国府

外交部长加委）。

辛、日本组织青年团视察满蒙。

１０﹐１（九，六）

甲、南京外交、司法、财政、交通四部及大学院长就职。

乙、北方革命军杨爱源、孙楚部占领正定，奉军汲金纯部败退新乐。

丙、第十四军改为独立第一师，熊式辉任师长。

丁、广州政治分会以张发奎任广东军事厅长，张部朱晖日任广州公安局长。

戊、河南巨匪李老末、王泰（学聚）等盘踞舞阳叶县，专事烧杀。

己、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四千万元（六月曾发三千万元，均以江海关二分五厘附加税收入担

保）。

１０﹐２（九，七）

甲、张作霖通电讨阎锡山（张宗昌、韩麟春均到北京）。

乙、北方军左路军占怀安，并与奉军高维岳部激战于柴沟堡。

丙、张发奎在广州表示祇认从前武汉中央为正统，惟近为假革命的唐生智把持（张在武汉受

唐排斥）。

丁、南京财政监理委员会缩减军政费为每月八百万元，内军费为七百万元。

戊、南京中央党部推定各部主任，组织谢持，宣传胡汉民（不到），工人麦焕章，青年傅汝

霖。

１０﹐３（九，八）

甲、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作霖。

乙、北方军左路军占领柴沟堡，奉军自张家口退宣化。

丙、冯玉祥军动员防御入豫之奉鲁军，陇海路由鹿锺麟指挥，河北由孙连仲指挥。

丁、张作霖以吴俊升为东三省边防总司令，代行保安总司令。

戊、黄绍竑、薛岳、陈济棠、黄旭初再大破叶挺、贺龙于乌石（

叶贺残部及彭湃走海丰与农军合），朱德林彪陈毅等率千余人自三河坝走赣粤边地，郭沫若、

徐特立走香港。

己、孙科、伍朝枢、许崇智、居正、张继等自南京往庐山，挽留汪兆铭，并疏通武汉反对特

别委员会事。

庚、武汉政治分会因长沙俄领事包庇共产党，密谋危害地方，决予查办。

辛、上海招商局码头仓库工人罢工（１０﹐１３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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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蒋中正在日本访宋耀如夫人（宋美龄之母）

。

１０﹐４（九，九）

甲、北方军右路迫新乐，中央挺进队第四师傅作义抵蔚县，张作霖发表讨阎锡山令，张作相

赴南口，张学良、韩麟春赴保定，分任京绥线、京汉线指挥，阎锡山亦到获鹿督师。

乙、湖南省政府令长沙俄领事离湘。

丙、张作霖任刘尚清为奉天省长（因莫德惠不肯制止反日运动）。

丁、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第一二厂工人又罢工。

戊、驻瑞士公使陆征祥在比京附近教堂领受神职。

１０﹐５（九，一○）

甲、北方军左路军占领张家口，右路军败奉军于新乐，连克新乐、定州、安国、曲阳，奉军

主力集中高碑店。

乙、阎锡山电张作霖如能顺应民意，仍可和平解决（七日张覆电云此后惟力是视）。

丙、孙传芳等通电讨阎锡山。

丁、前第二十七军王普部改编之独立第三师在下关被第七军缴械。

戊、贺龙部师长周逸群自汕头走上海。

１０﹐６（九，一一）

甲、广州张发奎通电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主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乙、北方军左翼与奉军在宣化怀来间剧战，右翼军与奉军在清风店望都剧战。

丙、南京军事委员会电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共同出兵北伐。

丁、前革命军俄国军事顾问嘉伦自上海赴日本回国。

戊、南京国民政府通缉靳云鹗。

１０﹐７（九，一二）

甲、李济琛、张发奎电请汪兆铭回粤主持党国大计。

乙、阎锡山到石家庄督师。

丙、北方军左路军商震、张荫梧部与奉军张作相部在宣化附近激战，北方军损失颇巨（此时

奉军两路布置完备，开始反攻）。

丁、张作霖下总攻击令，张学良、韩麟春沿京汉线进攻，张作相、汤玉麟沿京绥线进攻，张

宗昌、褚玉璞沿陇海线进攻。

戊、贺龙、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

张太雷、罗绮园抵海陆丰一带（寻相继走香港上海）。

１０﹐８（九，一三）

甲、北方军右路军（徐永昌、傅存怀部）在望都附近为奉军击败。

乙、汉口英领事仍拒绝第三特区新局长到任。

丙、杨宇霆为９﹐４奉天反日运动向日使芳泽道歉。

丁、江苏省政府以郑毓秀继卢兴源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院长（卢不交代，领事团拒郑到

任）。

戊、国民政府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二千四百万元。

１０﹐９（九，一四）

甲、国民政府会议决定讨伐唐生智。

乙、江西全省统一，李烈钧系在赣东之省政府，钱大钧系在赣南之行政委员会均经撤消。

丙、伍朝枢夫人在天津被扣。

１０﹐１０（九，一五）

甲、汪兆铭、孙科、伍朝枢、许崇智、张继等自庐山到汉口，疏通唐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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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中正电汪兆铭，谓过去之事均应负责，并劝汪挽救。

丙、北方军傅作义师之挺进队到达涿州，猛击奉军。

丁、北方军右翼军第三军杨爱源部在京汉路战事失利，阎锡山下令撤退，奉军第二十九军戢

翼翘占定州。

戊、日本南满铁道总裁山本条太郎（１０﹐８到北京）向张作霖提出满蒙新五路要求（敦化

图们江线、长春大赉线、吉林五常线、延吉海林线、洮南索伦线）

。

己、陇海线直鲁军褚玉璞部徐源泉、王栋、方永昌等军进攻豫东马牧集，与东进之国民联军

第一路鹿锺麟部庞炳勋、杨虎城、吕秀文激战。

庚、方鼎英任新编第十三军军长（在粤湘间）。

辛、天津唐山共产党暴动（顺直大暴动）。

１０﹐１１（九，一六）

甲、汪兆铭、唐生智、孙科、伍朝枢、许崇智及李济琛代表在汉口会议，商汪唐与南京合作

条件（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追认特别委员会，恢复中央监察委员会，设国民政府主

席等）。

乙、广州政治分会拒绝南京特别委员会取消该分会令，并组织临时军事委员会分会。

丙、冯玉祥电南京，请协力讨奉，请于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中派一人往津浦路督师

（一作１０﹐１）。

丁、北方军右路退石家庄。

戊、广东陆丰海丰共产党刘琴西等推彭湃为红军总指挥，组织苏维埃政府，设立东江革命委

员会。

１０﹐１２（九，一七）

甲、孙科、伍朝枢等离汉返宁。

乙、北方军第四师傅作义部袭占涿州。

丙、新编第一军谭曙卿部在福州为蒋光鼐所统之第十一军解散。

丁、日本南满铁道总裁山本条太郎与张作霖密谈，关于满蒙铁路问题谅解成立。

戊、汉口英侨开会通过强迫第三特区华兵迁出工部局及私人房屋，修改陈友仁欧玛利之协议，

管理局增加英职员。

己、吉敦铁路第一期工程完竣，即开始营业。

庚、陕西清涧驻军受共产党李象九、谢子长策动叛变（次日进向延川、延长，至宜川消灭）。

１０﹐１３（九，一八）

甲、南京谭延闿、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等电汪兆铭，对孙科、伍朝枢在汉所议办法全赞同，

请在汉粤之中央委员来宁，于十一月一日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乙、京绥路之北方军左翼商震部因京汉路之右翼军已退，作战计划改变，即自下花园宣化西

撤柴沟堡一带。

丙、陇海路之国民联军鹿锺麟部退归德，直鲁军占马牧集。

丁、柏文蔚辞三十三军军长，以张克瑶继任。

戊、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罢工风潮扩大。

１０﹐１４（九，一九）

甲、北方军挺进军司令第四师师长傅作义入涿州，以旅长白儒清，团长袁庆增分任卫戍司令

城防司令，其别动队在长辛店琉璃河一带出现。

乙、冯玉祥令豫东各军分向柘城、太康、杞县撤退。

丙、冯玉祥速电南京，请由津浦线从速出兵，夹攻徐州。

丁、白崇禧编组第十三军，以赖世璜旧部为第一师，并拟编王天培旧部第十军为第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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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该军反对。

戊、广州工人海员罢工示威。

己、中芬通好条约互换。

庚、苏俄代理外长加拉罕向日大使田中提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１０﹐１５（九，二○）

甲、国民政府决定西征（讨唐生智）北伐并进，以李宗仁、程潜及朱培德部任西征，由李统

率第七军夏威、第十九军胡宗铎、第三十七军陈调元，出皖北，攻唐生智之江左军何键部。

程统第六军、第十三军陈嘉佑、第四十四军叶开鑫，出皖南，攻唐生智之江右军刘兴部。朱

统第三军王均、第九军金汉鼎出赣西攻长沙岳州。陈绍宽率海军沿江进攻。北伐军以何应钦

任之，以第一军刘峙、第九军顾祝同、第三十三军张克瑶、第四十军贺耀组、新编第十军夏

斗寅，担任津浦线。以第十七军曹万顺、第二十六军陈焯及文鸿恩、李明扬两师（第十八军

及第三十一军所改编）担任运河线，各路军已开始出动。

乙、北方军总司令阎锡山规定防守计划，右翼获鹿为第一线以孙楚军守之，井陉为第二线由

徐永昌守之，井陉以北由杨爱源军守之。放弃石家庄，左路军商震退永嘉堡柴沟堡，张荫梧

军退阳源（奉军高维岳占张家口）。

丙、奉军开始围攻涿州（奉军为于芷山之第三十军，万福麟之第八军及邹作华之炮兵）。

丁、日人宣传满蒙交涉即重开，将各问题分别解决。

１０﹐１６（九，二一）

甲、广东李济琛系之黄绍竑、陈济棠军相继由潮梅开广州集中，张发奎部李汉魂师接防惠州，

捕杀第十八师师长胡谦（时广东军政权已大半入于张发奎陈公博手中，李济琛无能为力）。

乙、陇海路国民联军左翼第八方面军刘镇华部姜明玉、梅发魁、憨玉珍叛变，掳副总指挥郑

金声，降于直鲁军，占领柳河（一作１０﹐１６；１１﹐８郑在济南遇害）。

丙、周恩来、叶挺、贺龙、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张国焘、恽代英会于香港。

１０﹐１７（九，二二）

甲、南京谭延闿等通电赞成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开第四次中央委员会议，请汪兆铭等莅会。

乙、程潜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何应钦任北伐前敌总指挥。

丙、唐生智部第三十六军刘兴自芜湖，第三十五军何键自巢县合肥分别西撤。

丁、直鲁军占归德。

戊、奉军汲金纯之第十五军占石家庄。

己、奉军仍猛攻涿州（此后三十余日均在剧战中）。

庚、北京附近门头沟、密云均有北方军之便衣军别动队活动，北京加紧戒严，并拘捕学生工

人。

１０﹐１８（九，二三）

甲、张作霖下令，对山西有息兵意。

乙、大名之直鲁军孙魁元（殿英）攻陷彰德。

丙、广州政治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成立，李济琛之第八路军总指挥，张发奎之第二方面军总

指挥均取消，俟四次执监会议开毕，中央健全后，即将临时军事委员会取消。

１０﹐１９（九，二四）

甲、广州李济琛、张发奎等赞成第四次中央委员会议，并主开预备会。

乙、西征军第三十七军陈调元及海军占领芜湖，李宗仁自南京西上指挥。

丙、自汕头西走之贺龙叶挺残部一千余人与海陆丰之彭湃部会合。

丁、广州省港罢工纠察队被解散，工人领袖被捕。

戊、汉口交涉员为第三特区事驳覆英领事。

己、招商局【爱仁】轮自粤赴厦为匪所劫，英舰炮击，被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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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０（九，二五）

甲、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免其本兼各职（上海各报载有唐生智勾结孙传芳之证据）。

乙、西征军第三路军占巢县，何键部西退。

丙、直鲁军占河南兰封，西趋开封杞县。

丁、国民联军北路孙连仲部夺回彰德（孙部旋南调）。

１０﹐２１（九，二六）

甲、唐生智通电指斥南京特别委员会之非法。

乙、武汉政治分会宣言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未恢复前，所有辖区内之党务政治军事均由政治分

会处理。

丙、国民政府任命安徽省政府委员，以陈调元为主席。

丁、第四路军总指挥程潜自南京赴芜湖。

戊、中日修约会议再展期三个月。

己、蓝浦生以程潜任南京要职，不愿续谈宁案。

１０﹐２２（九，二七）

甲、贺耀组、顾祝同到滁州，何应钦由上海到南京，布置北伐军事。

乙、李济琛、陈公博等电宁汉调停，主速恢复中央党部，唐生智军退出安庆（同日李与黄绍

竑电李宗仁、白崇禧促讨唐）。

１０﹐２３（九，二八）

甲、蒋中正在东京发表对日本国民宣言。

乙、李济琛黄绍竑部集中广州，令第五军李福林部北开，协同方鼎英、范石生军入湘讨唐生

智。

丙、西征海军占大通，炮击西退之刘兴军。

丁、中国共产党发表反军阀战争宣言。

戊、无锡破获共产党机关。

己、长沙卫戍司令部派兵将俄领事馆查封，押送领事馆人员出境。

１０﹐２４（九，二九）

甲、汪兆铭自武汉到上海，电谭延闿等反对西征，谓与孙科等在汉口所议及十三日谭等所赞

同者不符，并宣布在汉所议条件。

乙、西征军第七军夏威、第十九军胡宗铎越过桐城，进迫安庆，何键部西退。

丙、冯玉祥电南京，赞成讨唐生智。

丁、南京特别委员会开除唐生智党籍，并发告湘鄂皖民众书。

戊、陕西国民联军宋哲元败田玉洁（国民军第二军），占三原。

己、苏州铁机织工罢工风潮扩大，工人与公安局发生冲突。

庚、共产党陈独秀派之【布尔什维克】周刊出版（共出十九期）。

辛、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刘复（半农）以传闻军警缉捕，避日人家（一周后无事）。

１０﹐２５（一○，一）

甲、汪兆铭离沪赴广州。

乙、谭延闿等电李济琛陈公博等，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仍行召集。

丙、北京枪毙被捕学生工人十一人。

丁、共产党彭湃及红军第二师进攻广东海丰陆丰城。

１０﹐２６（一○，二）

甲、国民联军孙良诚、石友三、马鸿逵与直鲁联军褚玉璞、徐源泉、王栋、程国瑞、张敬尧、

方永昌军开始在开封杞县之线激战，刘镇华部被刘志陆、潘鸿钧困于考城。

乙、西征军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占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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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传苏俄将以四千万日金售中东路权于日人。

１０﹐２７（一○，三）

甲、西征海陆军占安庆（一作１０﹐２９）。

乙、奉军猛攻涿州不下。

丙、北京英日法公使抗议山东海军扣留盐税。

丁、中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在北京开会。

戊、毛泽东进入江西宁冈县井冈山，与匪首王佐、土豪袁文才（

会党）联合（约共六七百人，刁飞林、李克昌为其干部。１９２８年初毛命何长工诱说王佐，

消灭尹道之团队，改编王袁部为工农革命军一团，袁为团长，王为副团长）。

１０﹐２８（一○，四）

甲、冯玉祥再电南京请夹击徐州。

乙、奉军占京绥路柴沟堡。

丙、国民政府任钮永建等为江苏省政府委员，钮为主席，朱培德等为江西省政府委员，朱为

主席。

丁、国民政府外交部令上海交涉员向法美英总领事抗议外人在租界设无线电台事件。

戊、日本向张作霖要求建筑开源海龙铁路。

己、湖北麻城黄安共产党暴动，占领麻城（？）

。

１０﹐２９（一○，五）

甲、汪兆铭到广州，在葵园开会，商恢复中央执监委员会及国民政府。

乙、鄂西第二军张辉瓒等败唐生智部（吴尚、程汝怀、熊襄师）于荆门。

丙、上海英兵枪伤中国岗兵。

丁、吉会铁路（满蒙交涉中心问题）已由张作霖与南满铁路社长山本秘密成立协议。

１０﹐３０（一○，六）

甲、汪兆铭、李济琛、陈公博、何香凝等七人通电，主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

先恢复常务委员会，即成立常会秘书处，中央执监委员通讯处。

乙、李宗仁、白崇禧等电促汪兆铭等赴南京开会。

丙、宋子文自日本回广州（时蒋中正与宋美龄之婚事已成，宋子文入粤与陈公博、张发奎商

汪蒋合作，迎蒋来粤，反对南京，张等未允）。

丁、冯玉祥部石友三、韩复矩、孙良诚等大破直鲁军于杞县兰封间。

戊、广东共产党占领汕尾，成立海陆紫工农集团军，林道文为军长。

１０﹐３１（一○，七）

甲、汪兆铭等不赞成讨唐生智（李济琛则与南京一致，继续出兵湘南）。

乙、谭延闿、胡汉民、李煜瀛、张人杰等在上海讨论党治根本，李等主分治合作，尊重地方

权限，巩固中央。

丙、柏文蔚任北路宣抚使。

丁、国民军宋哲元攻占陕西泾阳，田玉洁、黄德贵败逃，韩有禄阵亡。

１１﹐１（一○，八）

甲、南京谭延闿等电汪兆铭等，第四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因在汉粤各委员无来宁确讯，不

足法定人数，只得延期，并催来宁。

乙、国民联军孙良诚部夺回兰封，直鲁军溃退。

丙、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自日本抵福州复职。

丁、邓演达在欧洲（柏林？）发表宣言，号召国内同志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

戊、江苏宜兴共产党万镒煽动农民暴动，占领县城，沪宁路常州无锡一带戒严。



- 581 -

己、广州工人持红旗向汪兆铭请愿求释于四月十五日后清党被捕之工人，被公安局解散。

庚、广东共产党彭湃（工农红军第二师）三次占海丰。

１１﹐２（一○，九）

甲、国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宣言，各种不平等条约，无存在理由，当以正当手续废除，各种条

约协议，非经国民政府缔结，概不生效。

乙、上海台湾学生会声明亚洲民族大同盟为日人机关，不愿派代表参加。

丙、北京外交总长王荫泰为修约事向西班牙公使提出临时办法四条。

丁、杨森到宜昌，参加讨唐战事，与第二军联络（鄂北方振武军，时称中央直辖第九方面军，

已出动）

。

戊、陇海路之国民联军孙良诚、韩复矩、石友三占领豫东内黄柳河继续向东追击（翌日围攻

考城刘镇华部之直鲁军刘志陆、潘鸿钧亦退走）。

己、京绥路奉军汤玉麟占阳高。

庚、武汉政治分会与唐生智暗斗颇烈。

辛、北方军左路商震部分别退守晋北雁门关龙泉关之线。

１１﹐３（一○，一○）

甲、奉军汤玉麟、高维岳占大同，张作相占蔚县。

乙、共产党退出江苏宜兴，被杀者二十余人。

１１﹐４（一○，一一）

甲、汪兆铭、李济琛、宋子文等通电主张须取消特别委员会，方能在南京开中央委员会议，

最低限度亦当明白停止其职权，在正式会议前，先于广州或上海开预备会议。

乙、何应钦自南京渡江赴津浦路前线督师北伐。

丙、直鲁军孙殿英乘国民联军孙连仲部南调，袭占豫北卫辉（１１﹐７彰德汤阴淇县相继为

直鲁军所占）。

丁、国民政府任程潜、朱培德为第四、第五路军总指挥。

戊、国民政府任徐元诰为最高法院院长，又任张继等五人为监察院委员。

己、国民政府派程潜等五人为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程任主席。

庚、广东省政府下令讨唐生智。

１１﹐５（一○，一二）

甲、国民联军庞炳勋、韩复矩夺回归德，俘直鲁军袁家骥军全部。

乙、蒋中正、张群晤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丙、日人电通社消息张作霖将于明年元月改帝制。

丁、上海丝茧女工开会，楼房坍塌，压毙一百二十余人。

戊、伍朝枢夫人在天津释放。

１１﹐６（一○，一三）

甲、奉军于芷山军占晋北灵邱，北方军左翼军退守平型关、雁门关（是日阎锡山下总退却令）。

乙、西征军第十九军胡宗铎、第四十四军叶开鑫败唐生智部刘兴于鄂东广济。

丙、广州临时军事委员会以黄绍竑为北路总指挥，入湘讨唐生智。

丁、在南京之中央委员谭延闿等电汪兆铭仍主在南京召集第四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

戊、上海开讨唐讨奉市民大会，电请蒋中正复职，警告汪兆铭。

己、厦门共产党大肆活动。

庚、赴东三省之鲁省难民仍不绝，流落大连者五万人，日人将其运往蒙古。

１１﹐７（一○，一四）

甲、西征海军占领武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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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奉军久攻涿州不下，令北京晋人向守城之傅作义师长商和平条件。

丙、上海天津之白俄围攻苏俄领事馆（今日为苏俄革命成功十周年纪念）。

丁、共产党在苏锡一带活动，上海戒严。

戊、浙江共产党总机关在杭州破获。

己、共产党彭湃成立广东海陆紫（紫金）苏维埃政府。

１１﹐８（一○，一五）

甲、谭延闿等电汪兆铭：特别委员会取消或停止职权，应由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并赞成在上

海开预备会。

乙、西征军第六军程潜攻占富池口，败第八军李品仙部。

丙、何应钦下总攻击令，以第一军刘峙，第九军顾祝同任右翼（

津浦线正面），第四十军贺耀组，新编第十军夏斗寅任中路（定远），第三十三军张克瑶任左

翼（寿州）。

丁、前渤海舰队司令吴志馨，国民联军第八方面军副指挥郑金声，革命军暂编第十一军军长

马祥斌，在济南被枪决。

戊、广州政治分会宣布遣散罢工工人办法，每人津贴百元。

己、华洋义赈会调查山东旱蝗兵灾，灾区五十六县，面积人口占全省之大半。

庚、蒋中正发表告日本国民书，盼中日国民以自动自觉精神团结，今后当扫除彼此间误会与

恶感，以及其亲善障碍之军阀。

１１﹐９（一○，一六）

甲、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一说１１﹐１１开始）。

乙、共产党在无锡东北乡实行暴动，成立农民革命委员会及农民革命军司令部。

丙、北伐军第九军顾祝同部攻占皖北明光，败孙传芳部李宝璋师。

丁、在宜兴暴动之共产党领袖万镒被捕。

戊、西征军第七军夏威攻占蕲水，败何键军。

己、奉军郭希鹏师占领绥远城（明日占包头）。

庚、特别委员会派许崇智及张继、居正出国。

辛、顾孟余、王法勤等自上海到广州。

壬、山东令各县种烟，每亩收捐十元。

１１﹐１０（一○，一七）

甲、蒋中正自日本到上海，即电汪兆铭来沪，商解决党内纠纷，主恢复中央党部。

乙、汪兆铭等因蒋中正抵沪，对在广州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之主张，不再坚持。

丙、西征军胡宗铎占领蕲春，叶开鑫占田家镇，刘兴部败溃，南岸程潜部占半壁山（翌日占

阳新）。

丁、国民联军奉冯玉祥令自豫东西撤（冯以河南情形复杂，奉军南下，直鲁军力量尚强，津

浦线南段革命军相距尚远之故）。

戊、一八六四年十月十日所订之中西（西班牙）

条约期满，北京外交部总长王荫泰照会西使声明不再继续，并提出临时办法（该约五月十日

已期满，西使主十月十日，复又延至本日）。

１１﹐１１（一○，一八）

甲、唐生智率龚浩搭日轮离汉口东去（１１﹐１７到日本），临行勒毙第八军师长张国威。

乙、北伐军第九军顾祝同、新编第十军夏斗寅攻占凤阳。

丙、奉军于芷山等部会攻山西平型关。

丁、进入湘南之方鼎英军占郴州。

１１﹐１２（一○，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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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北京外交部宣告中西条约期满失效。

乙、孙传芳军败北伐军第九军、新编第十军，再占凤阳。第一军第二师攻占临淮关。

丙、李品仙、何键等通电停战息兵。

丁、南京上海举行孙中山诞辰之热烈纪念会。

戊、陈独秀致书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主此时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

权之幻想。

己、江苏奉贤共产党暴动。

１１﹐１３（一○，二○）

甲、唐生智部何键、刘兴、李品仙全部自武汉退回岳州。

乙、冯玉祥电国民政府请移西征之师，用以北伐。

丙、渤海舰队袭击镇海。

丁、张作霖以汲金纯为绥远都统。

戊、驻美公使电北京外交部，美国务卿表示中日满蒙交涉侵入国际新银行团范围，美政府当

首出干涉。

己、陈独秀再致书中共中央常委，主起草政纲，送共产国际批准。

庚、无锡共产党暴动失败。

１１﹐１４（一○，二一）

甲、西征海军陈绍宽率舰抵汉口。

乙、北伐军第九军顾祝同部再占凤阳。

丙、陇海路之国民联军后退，直鲁军中路徐源泉、许琨等复占归德。

丁、奉军于芷山占领山西平型关，进攻五台山繁峙。

戊、西班牙公使嘎利德抗议中西条约之废止，否认中国政府有废约之权。

己、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议决（一）中国现状与党（共党）的任务案，

（二）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案，（三）政治纪律案（主持南昌暴动之前敌委员会委员均

予警告，开除谭平山党籍，张国焘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央执行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政治局

候补委员及其与易礼俗、夏明翰之湖南省委员会委员，杨匏安中央监察委员，陆沈之中央执

行委员兼湖北特别委员会书记，警告王若飞）。

庚、苏联共产党开除托洛斯基、齐诺维夫党籍。

１１﹐１５（一○，二二）

甲、西征军叶开鑫占武昌，胡宗铎等占汉口（第三十七军陈调元部回皖参加北伐）。

乙、南京政府下令通缉唐生智。

丙、川鄂间发现与豫鲁红枪会相似之【神兵】。

丁、黄绍竑应汪兆铭邀，自南宁到广州。

１１﹐１６（一○，二三）

甲、汪兆铭、李济琛代表粤方中央委员往上海出席中央委员全体会议预备会。张发奎亦离粤

往香港，准备出洋，李所任广州政治分会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由黄绍竑代。

乙、上海党员欢迎蒋中正，蒋演说因汪兆铭力促，由日返沪，当与汪、胡（汉民）等共同合

作，散会后蒋在途中有人谋刺未中。

丙、阎锡山往五台山督师。

丁、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蒋鼎文，第四十军贺耀组占领蚌埠，击败孙传芳军郑俊彦等。第三

十三军张克瑶占领怀远。

１１﹐１７（一○，二四）

甲、张发奎自香港返广州，指挥黄琪翔军、薛岳之新编第二师、黄镇球之新编第三师发动政

变，将桂军缴械，接收军事委员会，并占领黄埔军校，包围李济琛住宅及司令部，声称护党，



- 584 -

黄绍竑逃（传黄绍竑亦有解决黄琪翔部之说）。

乙、胡汉民表示反对带共产色彩之中央委员与闻党国事（指陈公博等）。

丙、上海工人总会成立（反对右派之工人组织统一委员会）。

丁、奉军第五次攻击涿州又失败。

戊、西班牙公使二次向北京外交部抗议废约。

１１﹐１８（一○，二五）

甲、广州政治分会下令通缉黄绍竑；何香凝、顾孟余、王法勤等电汪兆铭，请予黄以处分。

乙、汪兆铭、李济琛到上海晤蒋中正。

丙、北伐军第三十三军张克瑶占领津浦路之固镇。

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与广东书记张太雷（春木）商广州暴动计划。

１１﹐１９（一○，二六）

甲、汪兆铭、蒋中正等在上海会商党务政治军事，李煜瀛发表【

分治合作】主张。

乙、冯玉祥分电熊斌孔祥熙促蒋中正复职。

丙、广州军事委员会以张发奎、李福林、陈公博任主席团（张即日自香港回广州）。

丁、直鲁军分路反攻，右翼刘志陆、潘鸿钧、柴云升、王振等部占考城，右翼张敬尧、袁家

骥等部迫宁陵、睢县，中路褚玉璞、徐源泉、许琨、王栋、方永昌等越归德西进，张宗昌到

徐州指挥。

１１﹐２０（一○，二七）

甲、广州顾孟余、陈公博等电汪兆铭，主先在粤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办公处。

乙、广东北江桂军西退，汕头陈济棠军对广州作军事行动。

丙、胡汉民拒见汪兆铭，张人杰劝蒋中正勿与汪合作（因广州事变不满于汪）。

丁、何应钦自前线回宁赴沪，参与上海会议，津浦路战事暂停。

戊、南京召开市党员大会，拥护及反对特别委员会两派互殴，反对派四人被捕（反对派为中

央党务学校员生）。

己、共产党之广东海丰苏维埃成立。

庚、哈尔滨张焕相等组织惠民公司，雇直鲁难民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荒地种植水稻，

以抵制日韩人。

辛、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推蔡元培为院长。

１１﹐２１（一○，二八）

甲、白崇禧令上海市长张定璠监视汪兆铭行动，白即往汉口与李宗仁商对付广州事变。

乙、唐生智部均已退入湖南，李品仙、何键、刘兴、周斓、叶琪等在长沙会议，决定暂时保

境休养，听候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解决并设立第四集团军办事处。

李部第八军驻长沙，刘何之第三十六、第三十五两军守岳州。

丙、谭延闿等自南京往上海，晤蒋中正汪兆铭。

丁、冯玉祥代表张之江到南京，请速派军北伐。

戊、中央执行委员萧佛成劝蒋中正勿与汪兆铭合作。

１１﹐２２（一○，二九）

甲、南京民众开庆祝西征胜利大会，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副主任谷正纲主席，通过促开四中全

会，拥护蒋总司令复职，打倒中央特别委员会及西山会议派，即整队游行示威，军队制止，

并开枪射击，死伤数十人（内中央党务学校学生死一人伤二人，是为【一一二二惨案】。

乙、汪兆铭、蒋中正、谭延闿等谈话会，讨论四点：（一）反共程度（二）建设工作（三）

捐除成见（四）对外政策。

丙、苏州铁机织工罢工风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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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国际无线电会议中国代表发表声明书，禁止各国在中国境内建设电台。

１１﹐２３（一○，三○）

甲、上海国民党要人争辩广州事变，李济琛等谓为共产党阴谋，汪兆铭等谓系反对特别委员

会而起。

乙、广州政治分会电慰李品仙、何键等，谓待四次全体会议解决，继续努力。

丙、冯玉祥电孔祥熙，劝蒋中正复职。

丁、云南龙云战败，张汝骥占领昆明。

戊、阎锡山电张作霖，抗议奉军用毒瓦斯弹攻涿州。

己、日人又传张作霖将称帝国，号大龙或武宪，年号武岳。

庚、驻美公使施肇基向美国国务卿抗议日美满洲铁路借款。

辛、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对外宣言（一）国府将于最短期内宣布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

（二）期满条约当然失效。（三）非国府所订或许可之条约完全无效。（四）国际间关于中国

之条约，未经国府参加者，一概不受其约束。

壬、伍朝枢照会西班牙公使，声明１８６４之中西条约期满作废。

１１﹐２４（一一，一）

甲、在上海之中央执监委员由汪兆铭、谭延闿、蒋中正、李济琛发起，今日开谈话会，定十

二月三日至五日在上海开四次全会预备会，是日戴传贤、何香凝自粤来沪。

乙、沿运河北进之第二十六军陈焯部进攻宿迁之直鲁军。

丙、豫东国民联军大举反攻，左路孙良诚、刘镇华、马鸿逵部夺回考城，击毙直鲁军军长潘

鸿钧等（１１﹐２５），乘胜入山东（１２﹐２围曹县）。右路鹿锺麟、庞炳勋败张敬尧等于

杞县以东。

丁、李宗仁、程潜协商结果，以李部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任武汉卫戍司令。

戊、汉口英领事声明英国无派兵来汉意。

己、北京之中日满蒙交涉，仍在秘密进行中。

１１﹐２５（一一，二）

甲、何键、李品仙等与程潜、李宗仁、叶开鑫接洽和议。

乙、蒋中正对二十二日之南京惨案极愤慨。

丙、汪兆铭向新闻记者报告，粤事由于反对及拥护特别委员会而起，绝无共党关系。

丁、北京外交部答复西使二次抗议。

１１﹐２６（一一，三）

甲、国民联军中路韩复矩、石友三军大破直鲁军褚玉璞、徐源泉、王栋等部于豫东柳河。右

路鹿锺麟、庞炳勋亦败张敬尧等于睢县。

乙、广州省港罢工工人不服遣散，发生骚扰，被军警驱散，并将全市宿舍饭堂完全收回。

丙、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决定进行广州暴动。

丁、张发奎致书李济琛，述其护党主张。

１１﹐２７（一一，四）

甲、广州军事委员会调黄琪翔、薛岳等部赴西江，防桂军东侵，以黄为西征总指挥。

乙、国民联军右路鹿锺麟、庞炳勋攻占归德。

丙、第二十六军陈焯等攻占宿迁（１１﹐２９复失）。

丁、日本进行借美国摩根公司款，向俄国收买中东铁路权利。

１１﹐２８（一一，五）

甲、吴敬恒发表一文，认广州事变与共产党有关，并指摘汪兆铭。

乙、张发奎通电否认容共，自称其行为为护党，反对特别委员会，服从中央。

丙、李济琛部师长陈济棠、徐景棠通电讨伐张发奎、黄琪翔、薛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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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李宗仁等到上海，商粤事。

戊、国民政府外交部令上海交涉员向英法美领事抗议外人在租界设无线电台事件。

己、上海公共租界电车工人罢工（１２﹐２５复工）。

庚、上海码头工人罢工（１２﹐１９复工）。

１１﹐２９（一一，六）

甲、国民政府下令严行查办二十二日之南京惨案。

乙、谢持、张继、居正、许崇智、邹鲁等发表告同志书，述特别委员会成立经过（因反对该

会声浪渐高，并谓西山会议派把持该会）。

丙、美公使马慕瑞回任，到东京登岸，与日政府有所接洽（满蒙问题）。

丁、杨宇霆向路透社记者声明：（一）满蒙交涉仍在停顿中，（

二）葫芦岛开港及打通路建筑，并无英国投资，（三）日向美借款侵略满蒙，美国此举中国

认为缺乏友谊，美如投资不应经日手，又吉会铁路仅规定可由日方借款，但不许日本转借外

债，（四）日美如自行解决中国无线电台案，不得中国同意，不生效力，（五）山本为商人非

外交家，来北京并非代表日政府。

１１﹐３０（一一，七）

甲、日使芳泽向日美英记者发表攻击杨宇霆之谈话，并函杨宇霆质问。

乙、冯玉祥电南京，共同北伐，以解山西之围。

丙、直鲁军许琨反攻宿迁，第二十六军后退。

１１﹐？共产党毛泽东占茶陵。

１２﹐１（一一，八）

甲、冯玉祥阎锡山电请蒋中正复任总司令职（冯另电蒋敦劝）。

乙、李宗仁、李济琛及西山派共商定现在中央各机关及军事政治照常进行，并反对再设政治

会议。

丙、广州开护党运动大会，主张在粤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

丁、杨树庄、陈铭枢自福州到上海。

戊、蒋中正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宗教仪式由余日章主持，中国仪式由蔡元培主持）。

己、国民联军第六军军长韩复矩攻砀山，直鲁军退徐州。

庚、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电美国国务卿，阻止南满路社在美国借款。

辛、杨宇霆向中国新闻记者谈话，更正前日路透社所载之错误，并向日使芳泽解释（满蒙交

涉真相渐露）。

壬、日使芳泽谦吉报告外务省，北京政府势力仅及于东三省及直隶山东，暂不必与商订条约。

１２﹐２（一一，九）

甲、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谓其勾结共产党叛变。

乙、王法勤、甘乃光、陈树人、王乐平、潘云超等中央委员自广州到上海，参加四全会预备

会（陈公博在广州未来）。

丙、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在汉口成立，程潜为主席。

丁、国民政府公布中西条约废止后临时办法七条。

戊、湖北共产党（徐海东）占黄安，设苏维埃政府（一作１２﹐７，旋失败）。

１２﹐３（一一，一○）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一次预备会在上海拉都路蒋中正宅开会，

对特别委员会分反对赞成两派，并辩论广州事变，对南京一一二二惨案决定将民众认为有重

大关系之居正、谢持等十人停职监视。

乙、汪兆铭妻陈璧君到广州有所接洽（１２﹐８返上海）。

丙、汉口市民驱逐南京特别委员会所派之党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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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国民联军鹿锺麟等占萧县，韩复矩、石友三围攻徐州。

戊、斯大林在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讲述【论中国革命的重大成绩】（数万万被压迫人民已

被叫醒）。

１２﹐４（一一，一一）

甲、四全会第二次预备会决定：（一）特委会在全体会议开会时取消，在预备会议时重要军

政应与预备会商办，（二）遵照党章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由全体会议选委员九人，（三）审

查中央党部各部改组案。

乙、国民联军韩复矩、石友三占领徐州车站，直薄城下。

１２﹐（初）德国陆军上校鲍桦尔到上海晤蒋中正，受聘为军事顾问（朱家骅介绍）。

１２﹐５（一一，一二）

甲、四中全会第三次预备会因李济琛、谭延闿等委员在会外协商粤事延会。

乙、陈铭枢之第十一军自福建开回广东，李济琛任陈为东路总指挥，令由东江攻广州。

丙、武汉卫戍司令部在武昌破获共党秘密机关，搜出重要文件。

丁、日本后藤新平子爵赴俄，谋日俄提携。

１２﹐６（一一，一三）

甲、李济琛提议停止粤方中央委员（即何香凝、甘乃光、王法勤等）出席预备会，并查办严

惩。

乙、徐谦质问预备会议何故不使参预，否认有附共嫌疑，并诉汪兆铭历来袒共事实。

丙、黄琪翔自广州到肇庆，应付桂军。

丁、谢持、张继、许崇智等再声述特别委员会成立之经过及汪兆铭与该会之关系。

戊、南京外交部再抗议比国将庚子赔款一百二十万元借与北京。

１２﹐７（一一，一四）

甲、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张人杰、李宗仁检举汪兆铭、顾孟余、陈公博，请停止其出

席第四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

乙、南京军事委员会派李济琛率陈铭枢、白崇禧、黄绍竑，三路攻张发奎等，平粤乱。

丙、李济琛、白崇禧在上海向各界宣称第三国际谋再以广东根据地，谭平山等均在香港，非

拿办或驱逐附逆之粤方委员不可。

丁、广州政治分会宣布李济琛罪状，免其本兼各职，呈请四全会处分，并改组广东省政府。

戊、张宗昌得津浦路孙传芳军及于学忠军之援助，击退围攻徐州之国民联军。

己、曹万顺第十七军及李明扬师进攻海州占大伊山。

庚、朝鲜人因吉林取缔韩人，受人煽动，发生排斥在韩华人暴动。

１２﹐８（一一，一五）

甲、蒋中正发表告同志书，劝捐弃前嫌，一致合作，促成四全会议。

乙、上海四全会第三次预备会，政治委员会改组案及改组国民政府案，均交审查，特别委员

会所定十七年一月一日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无效，汪兆铭等对四全会正式会议在南京开会要求

须予保障，汪与孙科、蔡元培等有争辩。

丙、何应钦因徐州战事紧急，即自上海到南京，渡江赴固镇，指挥北伐军事。

丁、浙江省政府下令解放堕民。

戊、美使否认日美无线电协议，南满铁路借款亦未决定。

１２﹐９（一一，一六）

甲、汪兆铭电责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容共，请其认真清共，并围捕俄领事署之共产党，驱逐

俄领（１２﹐１０？）。

乙、上海预备会因粤方委员之要求延会，汪兆铭与李济琛各开小组会议。

丙、粤方委员答复李济琛提案，谓张发奎、黄琪翔回粤为李所欢迎，若张、黄为共党，则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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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共首犯。

丁、奉军与涿州傅作义之和平运动渐成功。

戊、何应钦、贺耀组、柏文蔚等电促蒋中正复职。

己、中共中央函复陈独秀，不同意其１１﹐１２及１１﹐１３两书意见。

庚、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令芳泽谦吉，应使本年十月山本条太郎与张作霖之协定正式化。

１２﹐１０（一一，一七）

甲、汪兆铭表示，蒋中正为中心人物，个人愿从消极方面帮助之。

乙、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第四次预备会，汪兆铭等提议请蒋中正继续任国民革命军总

司令，即通过。正式会议定十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召集，由蒋负责筹备。预备会议

结束（此次预备会李济琛、李宗仁等未出席），汪即表示引退。

丙、共产党劫长岳车，长沙发生暴动（郭亮主持）。

１２﹐１１（一一，一八）

甲、广州共产党人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长叶剑英，特务营营长梁炳枢暴动，农工联合军数

千人应之，攻占公安局等机关，完全占领广州。

乙、朱德应第十六军范石生之召，率所部千余人自江西大庾走广东南雄。

丙、冯玉祥、阎锡山再电促蒋中正复职。

丁、第六军军长唐蟒去职，由程潜自兼。

戊、国民政府外交部否认中日美无线电交涉中，日美协商之效力，及北京政府之权力（一作

１２﹐１３）。

１２﹐１２（一一，一九）

甲、汪兆铭晤蒋中正，即派陈树人赴粤调查真象。

乙、李济琛等极力攻击汪兆铭，谓广州共产党苏维埃政府推汪为主席，何香凝等为委员，并

劝蒋勿与汪合作，各地粤人亦多因昨日事变痛恨汪等。

丙、共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主席苏兆征（张太雷代理），人民外交兼内务委员黄平，人民

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劳动委员周文雍，土地委员彭湃（赵自选代理），司法陈郁，经济何

来，海陆军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赤卫军）总司令叶挺，副司令叶剑英（

蔡升熙？），总参谋徐光英（由第三国际副代表纽曼、爱斯拉指挥）。

丁、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朱晖日等逃河南依李福林。

戊、广州河南李福林军及北江薛岳师攻广州，击毙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张太雷（春木），共

产党下令焚长堤及泰康路一德路，全城大火。

己、何应钦指挥之北伐军（即第一路）第一、第九、第三十三、第四十、新编第十军分路向

徐州进攻。

１２﹐１３（一一，二○）

甲、李福林、薛岳联合东江李汉魂、西江许志锐师及市内反共产派之机器工人克复广州，杀

戮共产党人及被胁参加者二千余人，共党残部北退。

乙、广州苏俄副领事郝史及俄人五名被杀。

丙、蒋中正电令张发奎速平粤乱，立功自赎，并电黄绍竑、陈铭枢等谓张非共党，望协同平

乱。

丁、李济琛函蒋，认定张发奎为共产党，非临之以兵无办法。

戊、汪兆铭宣布与广州共变无关之文件。

己、蒋中正招待上海新闻记者，谓当以全力扑灭共党，主张对俄绝交，复位政策制度，暂时

停止民众运动，四次全会定可开成，对总司令职务非北伐或讨共必要时不任事。

庚、陈独秀致书中共中央，反对【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口号，主改用【工

农平民代表会议政府】，并主与谭平山等合作，不可持党外无党之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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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４（一一，二一）

甲、国民政府明令对俄绝交，撤销各地俄领事之承认，停止苏俄国营事业，将俄侨分别遣回

及注册，严拿俄籍共党人员（明日照会苏俄）。

乙、汪兆铭电广州张发奎、李福林等，去共务尽，痛斥浮薄少年，暂停民众运动。

丙、吴敬恒发表【想当时的一席话】痛诋汪兆铭为特别委员会小事弄兵，予共党以机会。

丁、上海华、租界当局均派员监视汪兆铭及粤方委员行动，汪等均避匿。

戊、南京粤人组织讨共救粤大会，请通缉汪兆铭等。

己、共产党占广东花县。

庚、北伐军何应钦部与张宗昌、孙传芳军连日激战于徐州以南，冯玉祥部亦沿陇海路东进。

辛、湖南省政府悬赏缉拏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夏曦等。

壬、朝鲜虐迫华侨事件愈炽，仁川（济物浦）韩人二千余入中国街暴动，华人死二人，伤数

十人。

癸、英外务次长在下院声言英政府同意于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俟有人可商，即开始谈判。

１２﹐１５（一一，二二）

甲、汪兆铭声明去国，劝国民党人团结反共，努力国民革命，并述反共及反特会经过。

乙、广州政治分会对共产党暴动引咎自责，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朱晖日均免职查办，

以缪培南、薛岳任第四军正副军长，李朗如任公安局长。

丙、上海交涉员郭泰祺限俄领事于十六至二十二日出境。

丁、上海卫戍司令搜查商务印书馆工会，查获共党秘密文件。

戊、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抵汕头，所部已开入粤东。

己、豫军任应岐电武汉，已攻占黄安麻城，消灭共产党政府。

庚、华洋义赈会报告，山东二十二县已无人烟。

辛、上海市政府禁止罢工。

１２﹐１６（一一，二三）

甲、何应钦所率之北伐军顾祝同、贺耀组、夏斗寅占领徐州，陈焯之第二十六军占领宿迁，

冯玉祥部鹿锺麟占领萧县，韩复矩、石友三军亦抵徐州城外。

乙、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派邓泽如、古应芬查办汪兆铭、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

王乐平、潘云超、陈树人、何香凝，并决定讨伐张发奎、黄琪翔。

丙、自广州北退之共产党在花县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叶镛任师长（约一千二百人）（一

说１２﹐１９改编为师）。

丁、武汉卫戍司令派兵占领汉口俄领事署，逼俄领事离汉，并搜捕法租界共产党。

戊、东三省韩人（约三十万）请求入中国籍，日使请北京政府拒绝其要求。

１２﹐１７（一一，二四）

甲、俄外长表示（由上海俄领事转）苏俄从未承认国民政府，俄领事馆系对北京政府发生关

系，国民政府无权撤销承认。

乙、汪兆铭离上海赴法。

丙、张发奎通电服从蒋中正。

丁、北伐军第十七军曹万顺独立第一师李明扬攻占灌云海州。

戊、奉军久攻涿州不下，派慈善团体入城，劝傅作义归降无效。

己、前湖北财政厅长詹大悲、教育厅长李汉俊在汉口为胡宗铎枪毙（罪名为共产党）。

庚、四川第二十八军第十二师长罗泽洲联合江津合江之第二十二军赖心辉等进攻重庆，第二

十一军刘湘败之于江北，罗退广安（赖亦为刘文辉所败，走川黔边境）。

辛、各省商会联合会在上海开会。

１２﹐１８（一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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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上海苏俄总领事以照会送交涉署，声明对国民政府从未承认，认国民政府此次行动为军

人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之行动。

乙、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电蒋中正反对与俄绝交，蒋即驳覆并催其回国。

丙、汪兆铭电中央执监委员会辩白，并谓清党救党应并重。

丁、广州调查共产党暴动死人民千余，毁房千余间，财产损失五千万。

戊、鹿锺麟率所部离徐州西去（鹿主立即继续北进，何应钦表示冷淡）。

己、冯玉祥电国民政府表示尊重。

庚、工农红军第四师（自广州北退之共产党）自广东花县东走从化，谋合海陆丰之彭湃部。

辛、孔庚、李书城在汉口被捕。

壬、白崇禧辞上海卫戍司令，赴汉口代理第三路总指挥。

１２﹐１９（一一，二六）

甲、何应钦、贺耀组等通电主（一）速开中央会议，（二）悉力北伐，（三）促蒋中正复职，

（四）造成廉洁政府，（五）肃清共产党。

乙、共产党朱德率部抵广东韶关 市，归第十六军范石生，所部编为一团（朱任团长，改名

王楷，王尔卓任参谋，陈毅任政治指导员，林彪任连长，不久龚楚亦自乐昌来，任团附）。

丙、自广州东退之共产党二千余人与海陆丰之彭湃部会合（次日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师，叶镛

为师长）。

丁、朝鲜排华风潮渐息（计华侨重伤死亡约四百人）。

１２﹐２０（一一，二七）

甲、国民政府重行编定各路军总指挥名称，第一路何应钦，第二路白崇禧（前敌陈调元），

第三路李宗仁，第四路程潜，第五路朱培德，第六路刘湘，第七路邓锡侯（前敌田颂尧），

第八路李济琛，第九路周西成（第十路为徐永昌未发表），第十一路方振武。

乙、前方将领鹿锺麟、何应钦、韩复矩、贺耀组等通电敦促蒋总司令总领师干，完成北伐。

丙、朱培德等通电拥蒋中正。

丁、湖南唐生智旧部仍用第四集团军名义，从事扩充，增编周斓部为第十七军，叶琪部为第

十八军，何键、李品仙、刘兴分任第一、三、四方面军总指挥。

戊、陈铭枢、陈济棠、钱大钧部均由陈铭枢指挥进攻广州。

己、汪兆铭过香港赴法，黄琪翔通电声辩，否认容共，惟自认失察，随汪赴法。

１２﹐２１（一一，二八）

甲、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实行解散各业店员工会。

乙、冯玉祥电中央各方，主迅速北伐。

丙、何应钦由徐州回南京。

丁、中共中央致书朱德，命与江西莲花毛泽东之农军联络。

１２﹐２２（一一，二九）

甲、广州政治分会以方鼎英、缪培南继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职，张发奎军受西江东江之压迫，

决放弃广州。

乙、国民政府严缉吴佩孚。

１２﹐２３（一一，三○）

甲、上海俄总领事柯子洛夫斯基下旗回国，领事署由德领事代管。

乙、武汉实行停止民众运动。

丙、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王宠惠因特别委员会失势，请假出洋。

丁、范源廉卒于天津，年五十三岁。

１２﹐２４（一二，一）

甲、北京外交部向日使抗议排斥华侨事件，日使覆称中国方面言之过甚，并归咎于东三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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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韩人。

乙、伍朝枢在上海谈话，谓第二届中央委员任期十七年元旦已满（意谓第四次全会不能再开）。

丙、张发奎部自广州向东江开动。

丁、外人调查广州共产党人被杀者约五千人。

１２﹐２５（一二，二）

甲、黄绍竑军占三水，李福林军退回广州。

乙、日本以山东战事鲁军不利，拟再出兵。

丙、汉口英领事向交涉员正式否认英方有派兵来汉收回租界之意。

１２﹐２６（一二，三）

甲、上海开促蒋中正总司令复职大会。

乙、上海中央委员于右任等发表谈话，纠正伍朝枢谈话。

丙、缪培南、薛岳通电出发东江，候令北伐，欢迎陈铭枢回粤主政。

丁、陈公博、张发奎离广州赴香港（明年１﹐４陈转上海，传张等提走广州中央银行现款数

百万元）。

戊、广州共产党又谋起事未遂。

１２﹐２７（一二，四）

甲、冯玉祥及所部将领通电赞成何应钦等十九日电之五项主张。

乙、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等借口程潜之不同意，迄未表示拥蒋中正复职。

丙、武汉将领程潜、白崇禧、鲁涤平、胡宗铎等请中央开除汪兆铭、顾孟余、陈公博、陈树

人、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何香凝等党籍。

丁、冯玉祥部攻济宁不下，退回曹州。

戊、汉口第三特区局长问题，英领事让步，圆满解决。

己、涿州开城事件将解决，惟傅作义不允缴械改编。

庚、上海各省商会联合会闭会。

１２﹐２８（一二，五）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结束，南京各团体欢迎蒋中正前往筹备第四次中央全体

会议。

乙、黄绍竑军抵广州，即往东江追击第四军。

丙、廖干吾（柳宁）奉周恩来命发动杭州暴动失败（全国分为五大暴动区，江南由周负责）。

１２﹐２９（一二，六）

甲、白崇禧自汉口电何应钦等声明赞同蒋中正复职，惟蒋对汪兆铭、张发奎等应有明显表示。

乙、李品仙何键刘兴等电请蒋中正复职。

丙、李福林下野，所部第五军由邓彦华接统。

丁、陶钧、张义纯任第十八军正副军长（由第十九军胡宗铎之一部及刘佐龙旧部改编而成）。

１２﹐３０（一二，七）

甲、坚守涿州之北方革命军师长傅作义及奉军将领万福麟分别通电停战。

乙、云南龙云宣布击败周西成之入滇黔军及胡若愚、张汝骥滇军。

丙、北京公使团会议华北增兵及剿华南海盗事，无结果。

丁、邓泽如、古应芬呈覆查办汪兆铭，极力攻击汪袒护共党。

１２﹐３１（一二，八）

甲、日使照会北京政府要求奉吉二省停止取缔韩人。

乙、李济琛离上海回广州。

丙、前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在南京枪决（赖与汪兆铭通，被捕，白崇禧谋改编第十四军，遭

师长熊式辉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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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上海租界纳税华人宣言：（一）巡捕捐须审查工部局预算后决定，（二）华董席数须以纳

税额为比例，公共场所应中外平等。

１２﹐？

甲、毛泽东率工农红军至井冈山占遂川。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２８──中华民国十七年戊辰

１﹐１（一二，九）

甲、外蒙库伦政府借俄款六千万卢布，筑库伦赤塔间及库伦恰克图间铁路。

乙、方振武在孝感就任第十一路总指挥（所部阮玄武之第三十四军，苏宗辙之第四十一军，

马文德之第四十二军，除马外陆续向豫南开拔）。

丙、梁启超发表告海外同志书，由徐勤、伍宪子前往美洲各埠。

１﹐２（一二，一○）

甲、国民政府电促蒋中正复职。

乙、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布告停止民众运动，解散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商民协会、

妇女协会。

丙、程潜、白崇禧决继续对湘用兵（传何键刘兴李品仙周斓与蒋中正有联络）。

１﹐３（一二，一一）

甲、国民政府令：（一）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完成北伐；（二）蒋中正、孙科、

林森就国府常务委员职；（三）增建设部，调孙科为部长，以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四）派伍

朝枢赴美商谈修约（参看１９２７﹐１﹐２７甲），以郭泰祺代理外交部部务。

乙、蒋中正通电，谓党内纠纷，皆由不能确认主义，一致团结，主速开中央全体会议，恢复

最高党部，即日赴南京负责筹划一切，使会议开成，党基重奠。

丙、冯玉祥在郑州讲演，抨击共产党，严令防范。

丁、上海北方便衣军（或云为共产党）劫械起事，被击散。

戊、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最近任务：广大宣传广州暴动之政治意义，努力建立

赤色工会，组织农民群众的武装暴动于彻底的土地革命口号之下，注重士兵运动，吸引城市

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加紧与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结合巩固的同盟。

１﹐４（一二，一二）

甲、蒋中正由上海到南京（车行途中曾发生谋害之阴谋）。

乙、蒋中正电武汉程潜、白崇禧，一心一德，速立党本。

丙、李济琛回抵广州，临时军事委员会裁撤。

丁、桂军入惠州，缪培南第四军东退。

戊、涿州开城，傅作义部受奉军改编，傅赴保定（一云１﹐６事；１﹐７奉军入城）。

己、伍朝枢辞赴美修约，谓尚非其时。

庚、湖北黄安共产党徐海东攻麻城。

辛、朱德得范石生密告，知不容于广州当局，即自韶关 市率部北走仁化。

１﹐５（一二，一三）

甲、蒋中正电各中央委员促来南京开会（蒋即赴军事委员会办公）。

乙、国民政府电促胡汉民、孙科等来南京。

丙、缪培南之第四军在广东老隆被十一军陈铭枢、第十一师陈济棠、第三十二军钱大钧截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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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向紫金。

丁、朱德占广东仁化。

戊、奉天通化临江农民组织大刀会，抗官军。

己、中义、中葡条约本年均期满，中国政府是否宣告其失效，各国极为注意。

１﹐６（一二，一四）

甲、国民政府议决将查办粤方委员案交付监察委员会检举。

乙、蒋中正电胡汉民、孙科来南京（胡等表示不愿）。

丙、缪培南第四军弃河源东进，陈铭枢率军截击。

丁、新编第十三军方鼎英率部去粤，入江西北上。

戊、国民政府以杨森容留吴佩孚，免其第二十军长兼第六路前敌总指挥职（一作１﹐９）并

令刘湘等严缉吴佩孚。

１﹐７（一二，一五）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恢复开会，促各委员来南京。

乙、宋子文就任财政部长。

丙、湖北新省政府成立，胡宗铎所保荐之张知本任主席。

１﹐８（一二，一六）

甲、国民政府特任蒋中正为北伐全军总司令。

乙、豫北国民联军孙连仲部开始总攻击。

丙、晋北奉军攻占偏关。

丁、浙江省政府令停止一切民众运动，严禁开会游行，取缔抗租罢工。

戊、云南龙云大败胡若愚、张汝骥及黔军。

己、鄂西杨森军因第二军鲁涤平之压迫，西退。

１﹐９（一二，一七）

甲、蒋中正通电继续行使总司令职权，专司军令，俟北伐完成，即解职引退。

乙、上海一部分西人组织法西斯党（棒喝团）保持西人在上海租界之权利。

１﹐１０（一二，一八）

甲、国民政府以熊式辉代理淞沪卫戍司令。

乙、通过扩充去年十月八日发行之二五库券四千万。

丙、拨冯玉祥军费一百万元。

丁、朱培德、李宗仁等通电表示党务主张。

１﹐１１（一二，一九）

甲、南京中央政治会议恢复。

乙、粤方委员何香凝、陈树人到南京。

丙、第四军缪培南败第三十二军钱大钧于广东龙川。

１﹐１２（一二，二○）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决定处置各省党务纠纷办法，湘、鄂、皖、赣、闽党部暂停活

动，江浙党部派员接收。

乙、白崇禧自武汉赴前方，督师攻湘，第二军鲁涤平亦自沙市渡江南进。

丙、驻日俄使（特罗燕诺夫）过哈尔滨，发表觉书，谓日俄当为经济上之提携。

丁、江苏松江太仓均有共产党暴动事件。

戊、朱德抵乳源，北入湖南。

１﹐１３（一二，二一）

甲、中央执行委员开谈话会，正式会议延期。

乙、冯玉祥由郑州赴河北，指挥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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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涿州晋军由奉军改编，移驻通州。

丁、广州政治分会组织建设委员会，停止民众新组织。

１﹐１４（一二，二二）

甲、居正、许崇智、邹鲁等出国往日美。

乙、第四军缪培南与第十一军陈铭枢，第十一师陈济棠，第十三师徐景唐及桂军黄绍竑连日

剧战于五华，双方损失极大，缪部第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阵亡，第四军北入江西。

１﹐１５（一二，二三）

甲、程潜、白崇禧进军湖南，叶开鑫第四十四军占领城陵矶。

乙、云南龙云军将黔军周西成部驱逐出境，胡若愚退川南依刘文辉，张汝骥依周西成。

丙、山东长山皈一道会会首马士伟在大丁王庄，自称皇帝，国号黄大（该会始于民国元年）。

丁、北京艺文中学校长、前北京大学教授高仁山被枪决。

１﹐１６（一二，二四）

甲、上海英美烟公司工潮由宋子文等调停解决（该公司借款三百万元与南京财政部）。

乙、奉天大刀会威胁朝鲜边境，北京日使向外交部提出警告。

１﹐１７（一二，二五）

甲、国民政府任命龙云等为云南省政府委员，龙为主席。冯玉祥、方振武等为河南省政府委

员，冯为主席。

乙、国民联军孙连仲、韩复矩等部占领彰德，与奉军戢翼翘部大战，刘镇华部占领濮阳，冯

玉祥在道口指挥。

丙、傅作义通电下野。

丁、广州工会一律被停止活动。

１﹐１８（一二，二六）程潜、白崇禧之攻湘军开始全线进击，第四十四军及陈绍宽海军即

占领岳州。

１﹐１９（一二，二七）

甲、国民联军韩复矩部与奉军战于彰德磁州间。

乙、上海商界请愿制止工潮。

丙、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被破坏，中委兼组织部长陈乔年（陈独秀次子），中委兼上海总党

团书记许白昊等被捕（均处死）。

１﹐２０（一二，二八）

甲、国民政府颁布北伐全军战斗序列，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统辖指挥北伐全军，其兵

力以国民革命军之作战军，海军之作战军及航空军之全部任之。

乙、国民政府任命龙云为革命军第十三路总指挥，陈焯为第二十六军军长，夏斗寅为第二十

七军长（原新编第十军），金汉鼎部改为第三十一军（原第九军）

，陈嘉佑部改为第十四军（原第十三军），方鼎英部改为第四十六军（原新编第十三军），高

桂滋部改为第四十七军（原新编第十九军）。

丙、日清公司【大吉】丸在九江附近撞沉第四十四军之军械船，死四十余人。

丁、共产党在杭州西湖暴动，未成。

１﹐２１（一二，二九）

甲、阎锡山、冯玉祥电国民政府，遵从北伐战斗序列令，听候蒋总司令指挥。

乙、第三路第七军（夏威）第十九军（胡宗铎）

败第八军（李品仙）占平江。

丙、奉天大刀会势力蔓延（带有政治意味）。

１﹐２２（一二，三○）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立法程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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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岳州第四十四军叶开鑫之前敌部队被程潜、白崇禧部包围缴械（传叶与何键等勾结，何

键与蒋中正有联系）。

丙、日本水兵在大冶示威，拒绝国民政府整理汉冶萍公司委员会，接收铁矿。

丁、毛泽东派往井冈山之何长工助王佐、袁文才消灭吉安等县联防司令尹道益。

戊、共产军朱德、陈毅、王尔琢、林彪占领湖南宜章。

己、广州大事搜查共产党，被捕八十余人。

庚、湖北应山共产党围攻县城。

１﹐２３（一，一）

甲、朱德在湘南宜章成立中国红军第四军，以王尔琢、胡少海为团长，陈毅、龚楚分任党代

表，并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

乙、自广州败退之共产党续到海丰。

丙、汉口苏俄茶商协会被封闭。

丁、日俄渔业协议签字。

１﹐２４（一，二）

甲、张作霖召集孙传芳、张宗昌、张作相、杨宇霆、张学良、吴俊升、褚玉璞会议。

乙、日本与张作霖间之吉会铁路借款、吉敦铁路垫款交涉停顿（

日本已秘密付吉敦铁路款二百万元）。

１﹐２５（一，三）

甲、胡汉民、孙科、伍朝枢为避免党内纠纷，自上海出国考察，刘芦隐、傅秉常同行。

乙、第七军夏威，第十四军陈嘉佑等部占领长沙，李品仙退湘南，何键等退湘西（是日汉口

美领事 FrankP。Lockhart报告，武汉桂系确与李济琛联合抗蒋中正）。

丙、张作霖召开之军事会议决定积极对冯玉祥作战。

丁、吴俊升到通化，攻大刀会。

１﹐２６（一，四）

甲、上海交涉公署向日领事警告，如日本再出兵山东，因而发生事端，概由日政府负责。

乙、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布告取消工人与厂主所订苛刻条件。

丙、魏益三第三十军占领当阳，杨森军西退。

丁、徐州前线有小接触。

戊、杨宇霆继韩麟春任安国军第四方面军团长（韩已于去年十二月去职）。

１﹐２７（一，五）

甲、国民政府任命贺耀组为首都卫戍司令，郭汝栋继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张静愚兼北伐航

空司令。

乙、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发表宣言，不承认北京政府单独行使关政或派代理人行使此种

管理权。

丙、驻华法使玛尔泰在上海访国府外交次长郭泰祺。

丁、国民政府接济阎锡山军饷三百万元。

戊、中东铁路俄副理事否认俄将该路权让与日本。

１﹐２８（一，六）

甲、南京整理党务审查委员会，议决整饬党纪，整理各地党务及训练党的人才。

乙、法公使玛泰尔自上海赴汉口。

丙、哈尔滨日总领事逮捕朝鲜独立团首领。

１﹐２９（一，七）

甲、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对外国记者谈前日宋子文关于关税宣言，并无干涉外债担保意，

惟不愿以国民政府辖境内之关余供北京政府作抵抗革命军之用，对易纨士南来已认同，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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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其为代理总税务司。

乙、国民联军孙良诚吉鸿昌攻克曹县，守城之鲁军师长姜明玉自杀（自去年十二月二日开始

围攻，一作１﹐３１）。

１﹐３０（一，八）

甲、鲁涤平第二军即入宜昌，杨森军全部回川。

乙、国民政府任王正廷为陇海铁路督办。

１﹐３１（一，九）

甲、国民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因蒋中正之竭力调停，于今日开执行委员联席会议，决定粤方

委员何香凝、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五人照常行使职权，定明日开第二届中央执

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乙、黄绍竑到汕头，即往梅县，追击第四军（该军已入赣南）。

丙、捷克船满载军火到青岛，售与张宗昌。

２﹐１（一，一○）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预备会开会，蒋中正主席，议决明日举行开

会式，并推蒋中正、谭延闿、于右任为主席团。

乙、南京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设立建设委员会，推孙科、张人杰、李煜瀛、宋子文等为委员。

丙、英公使蓝浦生、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出北京南下，拟与国民政府商增加关税。

２﹐２（一，一一）

甲、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南京中央党部（丁家桥）举行开幕

典礼，蒋中正主席。

乙、南京外交方针讨论会开会。

丙、国民联军第二十三军长秦德纯攻占卫辉，俘直鲁军长任增祺。

丁、江西共产党袭击黄志门车站。

２﹐３（一，一二）

甲、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正式会议，蒋中正主席，议决：（一）

政治委员会仍存在，候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并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

（二）中央党部改组（蒋中正等所提），设组织、宣传、训练三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及秘书

处；（三）整理党务根本计划案再交审查。

乙、本日报载代理总税司易纨士上北京政府及公使团说帖，主（

一）在上海开税则会议，（二）先行交涉征收过渡税，然后办关税自主。

丙、广州旧英领事署收回。

丁、奉军屠杀通化大刀会各村落，悉戮十二岁以上男子。

２﹐４（一，一三）

甲、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一）南京一一二二惨案组织法庭审判，（二）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条

例，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七部，及最高法院、考试院、监察院、

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

三）通过整理各地党务案，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由中央派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代行执

行委员职权，党员均重行登记。

乙、北京潘复内阁组织之关税自主委员会成立。

丙、冯玉祥自豫北回郑州。

丁、方振武第十一路军开抵归德砀山。

戊、缪培南第四军自粤东抵江西宁都（即开往皖南）。

２﹐５（一，一四）

甲、法公使玛泰尔自汉口到南京，国民政府要人设筵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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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太原开军事会议，阎锡山、商震、徐永昌等均出席。

丙、第四军军长缪培南电广州李济琛，愿率部北伐，请勿追击。

丁、成都共产党人袁诗尧、张秀蜀策动学生殴毙第一中学校长杨廷铨（袁旋被驻军枪毙）。

戊、宋子文令恢复盐务稽核所（孙科长财政部时所取消）。

２﹐６（一，一五）

甲、中央全体会议：（一）通过整饬党纪案，党员须绝对遵守党纪，服从党部处分；（二）定

十七年八月一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宁汉过去两方决议案，由中央执监两常务

委员会审查；（

四）改组军事委员会，由大会推常务委员及主席；（五）军事系统暂以军为单位，军事定后

以师为单位，战时设总司令，总指挥；（六）改良军队政治工作；（七）集中革命势力，限期

完成北伐案，交国民政府责成军事委员会，北伐全军总司令，统筹全局，从速遵办。

乙、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到上海，晤国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商召集南北代表共同列席之关税

会议。

丙、北京关税委员会开会，商一二。五税率问题。

丁、北京外交部电王廷璋，中葡条约本年期满，应向葡政府声明定期开会。

戊、施肇基电告：美政府愿修改中美条约，但须有能代表中国之政府。

己、杭州公安局封闭各工会。

２﹐７（一，一六）

甲、中央全体会议：（一）通过宣言（戴传贤起草），（二）通过制止共产党阴谋案，（三）推

蒋中正、谭延闿、戴传贤、丁惟汾、于右任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四）推丁惟汾等

四十九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谭延闿、蔡元培、张人杰、李烈钧、于右任为常务委员，谭为国

民政府主席，（五）推于右任等七十三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

济琛、何应钦、朱培德、程潜、冯玉祥、杨树庄、蒋中正、阎锡山、谭延闿为常务委员，蒋

为主席，第四次全会闭幕。

乙、天津杨柳青兵变。

丙、总税务司易纨士晤国府代理外交部长郭泰祺，谈关税问题。

２﹐８（一，一七）

甲、中法陆路通商条约在北京开末次会议（但条约尚未正式成立）。

乙、白崇禧率第七、第十九军占领衡州。

丙、钱大钧第三十二军自粤东开赴上海。

丁、前中山舰长李之龙在广州被枪决。

戊、伍朝枢在新嘉坡遇刺未中。

２﹐９（一，一八）

甲、蒋中正自南京赴徐州，视察军事，准备北伐。

乙、孙传芳部改为三军，孙本人与郑俊彦、李宝璋各领一军。

丙、英、美、日、法公使向张作霖抗议中东铁路地亩管理局颁布之新章。

丁、美轮水手在厦门枪杀华人。

２﹐１０（一，一九）

甲、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郭泰祺发表声明书，不承认张作霖向南满铁路会社所订之吉会铁

路借款。

乙、英使蓝浦生到福州，晤省政府代理主席方声涛。

丙、汕头破获共产党暴动阴谋，被捕者五十人（２﹐１３男十九人、女二人被处决）。

丁、共产党要人周文雍在广州枪决。

２﹐１１（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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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民政府任命黄郛为外交部长（２﹐２２就职）。

乙、上海日领事矢田及日本大藏省派来之财务官公森到南京与外交、交通两部交换汉冶萍公

司及南浔路意见。

丙、宋子文声明盐务稽核所无以盐税收入偿还外债之权。

丁、北京政府否认法国继承道胜银行权利。

戊、日轮在海州附近被海盗掠去。

己、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电蒋中正，请将该军编为纵队由蒋直辖。

２﹐１２（一，二一）

甲、捷克斯拉夫代表到北京，商定中捷条约。

乙、中俄黑龙江、乌苏里江航行新条约，由中俄地方当局及航务局长签字（政府尚未批准）。

丙、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自沣州电南京，请求加入北伐（白崇禧军仍向该军攻击）。

２﹐１３（一，二二）

甲、第一路改为第一集团军，蒋中正兼任总司令，以第一、九、十军编为第一纵队，刘峙任

总指挥，第十八、二十六、三十七军编为第二纵队，陈调元任总指挥，第二十七（即新编第

十军）、三十三、四十军编为第三纵队，贺耀组任总指挥，调何应钦为北伐全军总司令部参

谋长（何应钦失势）。

乙、冯玉祥由郑州赴开封，派石敬亭往徐州谒蒋。

丙、张作霖再度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编组六个军团。

丁、彭湃之共产军攻占惠来葵潭，杀人数千。

２﹐１４（一，二三）

甲、蒋中正训令将士整顿军纪。

乙、日本极力反对增缴一二。五新关税，其它各国亦不表示赞同。

２﹐１５（一，二四）

甲、蒋中正由徐州赴开封，晤冯玉祥。

乙、白崇禧部攻克宝庆。

丙、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废止二五减租条例。

丁、英使蓝浦生到厦门，国民政府去电欢迎其往南京（谋解决宁案，蓝浦生亦有此意，但张

伯伦不允对炮击事致歉）。

２﹐１６（一，二五）

甲、蒋中正到开封与冯玉祥及阎锡山代表会商北伐。

乙、英使蓝浦生在厦门晤海军司令林国赓，谓愿赴南京，惟望先解决宁案（蓝过福州时曾告

省府主席方声涛，英对国民政府极愿表示好意与让步）。

丙、南满铁路与奉海铁路联运协定签字。

丁、外蒙政府人民委员长东林卒，丹巴继任。

２﹐１７（一，二六）

甲、蒋中正、冯玉祥同到郑州。

乙、中央党部电各省特别市党部，在未派定党务指导委员前，停止活动。

丙、英使蓝浦生到汕头，出席公宴演说，对华表示友好（明日赴香港）。

丁、国民政府议决五月八日由大学院召集教育会议。

２﹐？共产军朱德（约二千人）败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于湘粤边境之坪石，获枪一千五百余

枝。

２﹐１８（一，二七）

甲、蒋中正、冯玉祥在郑州换兰谱（蒋即回徐州）。

乙、建设委员会成立，张人杰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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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日轮【第二厚田】丸在泰兴东兴新港撞沉大通公司之【新大明】轮，溺毙三百余人。

丁、法使照会北京外交部，要求承认巴黎道胜银行为总行。

戊、波兰代表到北京，续议中波条约。

２﹐１９（一，二八）

甲、阎锡山三电南京促北伐。

乙、伦敦中阿（阿根廷）议约停止。

丙、云南唐继虞攻昆明失败，宣布下野。

２﹐２０（一，二九）

甲、蒋中正自徐州回南京。

乙、冯玉祥电南京，反对与北方以对等地位开关税会议。

丙、北京美使馆向国务卿报告，桂系军人控制广东、湖南、湖北，再谋对蒋中正。

丁、美公使马慕瑞自北京赴上海。

２﹐２１（二，一）

甲、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发表对外声明，列举六事（订立平等新约，解决重要悬案等）。

乙、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告字林西报，决继续北伐，统一全国。

丙、南京大学院令废止祀孔旧典。

丁、叶开鑫第四十四军与程潜接洽改编。

２﹐２２（二，二）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以薛笃弼为内政部长，赵丕廉为次长，代理部务，易培基为农矿部长，

孔祥熙为工商部长，于右任为审计院长。

乙、北伐全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何应钦就职。

丙、独立第一师编入第十七军，李明扬任该军副军长。

丁、美水手在厦门伤人案，圆满解决。

２﹐２３（二，三）

甲、改组后之南京军事委员会成立。

乙、湖南叶琪部向程潜、白崇禧议和停战，愿受改编。

丙、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推蒋中正为组织部长，戴传贤为宣传部长，丁惟汾为训练部

长。

丁、英使蓝浦生到广州，晤李济琛，彼此交驩。

戊、日兵舰离大冶。

己、北京阁议定三月一日起开征奢侈特捐。

２﹐２４（二，四）

甲、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离上海回北京，与宋子文间未成立何种具体方案，南北代表税则会

议无望。

乙、朱德进攻坪石之胡凤璋，不克（此后朱即自宜章北占郴县永兴耒阳）。

２﹐２５（二，五）

甲、张作霖任罗文干为外交总长，王荫泰调司法总长，姚震转任大理院长，梁士诒为税务督

办，曾毓隽为审计院长。

乙、陈嘉佑第十四军入常德。

丙、上海交涉员郭泰祺向日领事抗议日轮撞沉【新大明】事（３﹐２及３﹐１０再抗议）。

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暴动，必须实行土地革命，组织红军，

号召各国共产党员帮助中国之无产阶级，并召瞿秋白赴莫斯科。

戊、郭沫若离上海赴日本。

２﹐２６（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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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美公使马慕瑞在上海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谈修约及关税问题（黄邀马访南京，马

婉拒）。

乙、山东利津黄河决口，淹没八十余村（因冰解水涨）。

２﹐２７（二，七）

甲、贺耀组、谷正伦就任首都卫戍正副司令。

乙、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徐炳昶率领到迪化。

丙、黄郛与马慕瑞商定中美问题，先由上海交涉员郭泰祺与美领事克宁汉作初步商谈。

２﹐２８（二，八）

甲、国民政府任命蒋中正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为第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原

拟以两湖军队编为第四集团军，以谭延闿任总司令，李宗仁、白崇禧反对）。

乙、戴传贤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训练部主任，何思源、方觉慧为副主任。

丙、派李宗仁赴武汉，准备北伐。

丁、毛炳文就任第四十军副军长。

戊、日军舰在福建平潭开枪屠杀居民，死伤百余人。

己、英公使蓝浦生离广州赴香港，美公使马慕瑞由上海赴长江上游。

庚、奉海（海龙）铁路改归官办。

２﹐２９（二，九）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

乙、第三集团军左路军李培基师反攻晋北朔县奉军，败之。

丙、冯玉祥军之总司令部由郑州移开封。

丁、第四军第十一师陈济棠克复广东海、陆丰，共产党之苏维埃政府消灭。

３﹐１（二，一○）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

乙、李烈钧在南京召集川事会议。

丙、北京开征奢侈特税。

３﹐２（二，一一）

甲、李济琛自广州到香港，晤英总督，港粤关系改变（商广九与粤汉路接轨）。

乙、蒋中正到杭州晤何应钦。

丙、国民政府重行任命安徽省政府委员，仍以陈调元为主席。

３﹐３（二，一二）

甲、厦门日领派警化装密捕韩籍之黄埔军校学生现在泉州民团编练处任职之李箕焕等四人，

并开枪示威。

乙、蒋中正、何应钦由杭到沪。

丙、张宗昌在济南就节制直隶军务兼职。

３﹐４（二，一三）

甲、蒋中正告字林西报记者决不与北方妥协（时北方有和平运动）。

乙、李品仙、刘兴、周斓通电停战，准备北伐，程潜以吴尚为第八军军长，周斓为第十七军

军长，廖磊为三十六军军长，李为第十二路总指挥（李、刘军长职均免去）。

丙、李济琛自香港回广州。

丁、国府外交部派司长何杰才与上海美总领事克宁汉谈宁案。

戊、南京川事会议，各代表意见冲突，哄散。

己、福建龙岩共产党邓子恢、张鼎丞在后田白土暴动（３﹐１１为陈国辉所败）。

３﹐５（二，一四）

甲、北京设关税自主委员会，以潘复为主席，罗文干、梁士诒、顾维钧、马素、曹汝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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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敏、莫德惠、沈瑞麟、李思浩等十四人为委员。

乙、英使蓝浦生自广州到上海。

丙、蒋中正、何应钦自上海同回南京。

丁、冯玉祥回郑州赴新乡。

３﹐６（二，一五）

甲、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等九人为山西省政府委员，阎为主席，又以蔡元培兼代司法部长。

乙、传粤汉广九两路将实行接轨。

３﹐７（二，一六）

甲、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中正为主席，又通过以李济琛、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广州、

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

乙、何应钦正式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职。

３﹐８（二，一七）

甲、国民政府任蒋作宾为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中正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李济琛为

副校长，何成浚为总司令部总参议，又任李济琛为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为次长。

乙、陈果夫代理中央组织部长。

丙、美公使马慕瑞自汉口往重庆。

丁、苏俄驻日大使向日外相提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３﹐９（二，一八）

甲、李济琛、黄绍竑等通电述戡定粤乱经过及此后建设。

乙、香港总督金文泰到广州，受李济琛招待。

３﹐１０（二，一九）

甲、北京公使团重申禁运军火入华协定。

乙、挪威船运德国军火二千余箱到青岛，交张宗昌、孙传芳。

丙、公布中华民国刑法（９﹐１施行）。

丁、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等之【新月】杂志在上海创

刊。

３﹐１１（二，二○）

甲、程潜、白崇禧、李品仙、鲁涤平等通电，西征任务已毕，移师京汉路北伐。

乙、香港总督自广州回香港（传广东成立借款七百万镑，并商粤汉广九两路接轨，沙基惨案

纪念碑已拆除）。

３﹐１３（二，二二）

甲、南北邮政合作条件成立，各设总局，各委局长，并合委法人铁士兰为总办，会办二人，

南北交互各委一人。

乙、北京关税自主委员会开会。

丙、南京外交部派殷汝耕为驻日代表。

丁、国民政府任赖心辉为第九路军（周西成部）

副指挥。

３﹐１４（二，二三）政治会议推谭延闿为代理主席（蒋中正将出发北伐）。任阎锡山、赵

戴文、商震、方本仁等九人为太原政治分会委员，又推谭延闿、蒋中正、黄郛、李煜瀛、吴

敬恒、蔡元培、张人杰、孔祥熙为外交委员会委员。

３﹐１５（二，二四）

甲、英、美、法、义、日五国代表在日使馆会议解决宁案方针，侧重赔偿问题。

乙、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通过（一）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党员总登记条例，（二）以叶楚伧

代理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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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第四军长缪培南到南京，第四十六军长方鼎英到上海，所部均向津浦路集中，参加北伐。

丁、李济琛、陈铭枢自广州赴上海。

戊、广州政治分会以徐景唐、陈铭枢、陈济棠、王应榆分任广东东、南、西、北四区善后委

员。

己、新疆省长杨增新电北京，请商阿富汗撤回驻新代表，免开无约驻新之端。

３﹐１６（二，二五）

甲、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外侨，并通缉与南京事件有关之前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

乙、蒋中正颁发北伐全军作战方略，前期第一步先由第一集团军及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占

领济宁、兖州、日照、临沂；第二步由第二第三集团军以全力取石家庄，第一集团军肃清胶

济路以南之敌。后期由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急进，第二集团军沿京汉路及其东南地区急进，

第三集团军进出京西及京绥路，会师京津，同时各以主力部队向榆关、承德、多伦追击。

丙、阎锡山代表孔繁蔚等到南京，促北伐。

丁、甘肃凉州河州回民由马廷贤为首领，攻导河、宁定、狄道，反抗国民军，刘郁芬派兵往

剿。

戊、程潜任叶琪为第十二军军长。

３﹐１７（二，二六）

甲、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往上海，与英使蓝浦生谈判宁案。

乙、李宗仁向政治会议建议裁兵，先颁兵工政策及垦殖两奖励条例，限制各省兵数。

３﹐１８（二，二七）

甲、张作霖召集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等到北京，开军事会议。

乙、第二集团军庞炳勋部肃清豫北林县天门会，伪称天佑帝之韩明玉自杀。

３﹐１９（二，二八）

甲、李济琛、陈铭枢自广州到上海，否认向英国借款及广九粤汉两路接轨，惟表示对英无恶

感。

乙、香港广州拟合组航空公司。

丙、英使蓝浦生原定今日自上海往南京，以宁案未商妥，中止。

丁、传张作霖与日本成立密约。

戊、陈济棠任在粤之第四军军长。

己、鹿锺麟就任冯玉祥所委之北路军总司令，主持豫北战事。

３﹐２０（二，二九）

甲、在上海被扣之撞沉【新大明】轮之【第二厚田】丸释放。

乙、北京军事会议准备对豫总攻击。

丙、张作霖任孙世伟为直隶省长，林宪祖为山东省长。

３﹐２１（二，三○）

甲、李济琛、陈铭枢到南京，商北伐及两湖问题。

乙、张绍曾在天津被暗杀，年四十九岁（１８７９─１９２８）。

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蒙藏委员会组织条例。

丁、邮局发表民国十六年全国人口统计，共为四八五、五○八、八三八人，过去四年，约共

增五千万人。

３﹐２２（闰二，一）

甲、中英宁案谈判，以中国主张与炮击及修约等案同时解决，英拒绝，停顿。

乙、厦门日领事将在厦所捕之李箕焕、李刚二人解送台湾，转往朝鲜，市民严重反对。

丙、美使马慕瑞自重庆抵汉口。

丁、钱大钧第三十二军开抵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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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闰二，二）

甲、厦门实行水陆总罢工一日（为李箕焕等被捕解韩事），声言驱逐破坏国际公法之日本领

事。

乙、驻宁英领事到南京（革命军占领南京后初次到南京之英外交官）。

丙、一八八八年换文之中葡条约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期满（该约订于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一日），

葡使表示不愿与北京议修约事。

丁、各省商会联合会向国府请愿修订商事法及劳资仲裁条例，免征国货二。五附税，废除苛

捐杂税等。

戊、贺龙在湖南桑植组织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程潜命李燊第四十三军往剿。

３﹐２４（闰二，三）

甲、两湖善后会议在长沙开幕，程潜任主席。

乙、共产军彭湃占广东惠来。

３﹐２５（闰二，四）

甲、英使蓝浦生因宁案交涉停顿，离沪北上。

乙、美使马慕瑞自汉抵沪。

丙、朱培德在九江誓师北伐，调所部开往津浦线。

丁、贺耀组自徐州赴归德，与方振武、孙良诚商军事。

戊、张学良、孙传芳等相继出京，分往保定济南。

己、徐景唐、邓彦华就任第五军正副军长。

３﹐２６（闰二，五）

甲、黄郛与美使马慕瑞开始在上海正式谈判宁案。

乙、两湖善后会议议决北伐。

丙、李宗仁、陈铭枢自南京赴汉口（陈往疏通白崇禧等，李往主持两湖军政）。

丁、前清邮传部尚书陈璧卒于福州，年七十七。

３﹐２７（闰二，六）

甲、厦门日水兵掳反日海上纠察队水艇，及纠察队八人（旋释放）。

乙、国民政府发行卷烟税国库券一千六百万元。

３﹐２８（闰二，七）

甲、厦门对日罢市罢工罢课，反日空气紧张。

乙、传苏俄拟将中东路哈尔滨至长春一段路权让与日本，正在秘密进行中。

丙、日使芳泽谦吉密告外务大臣田中，中日满蒙交涉如不采取断然措施，难望打开僵局。

丁、中央政治会议任命李济琛、戴传贤、陈铭枢、黄绍竑等七人为广州政治分会委员。

戊、民用飞机初次试航于宁沪。

３﹐２９（闰二，八）

甲、李宗仁、陈铭枢到长沙，晤程潜、白崇禧。

乙、蒋中正总司令委蒋作宾、张之江、刘朴忱等为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

丙、国府财政部积极在上海筹款，作北伐军费。

丁、张宗昌、孙传芳在济南誓师，张学良、杨宇霆到石家庄督战。

戊、广东陈济棠部克惠来，击败彭湃之共产军。

己、共产党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在长沙被枪毙（一作３﹐２８）。

庚、扶余驱逐日人，日人不肯出境（该地不在杂居范围之内）。

辛、传苏俄与外蒙成立协议，外蒙铁路由俄包办，俄蒙会派代表赴西藏劝达赖喇嘛与外蒙联

络。

３﹐３０（闰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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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美宁案由黄郛与美使马慕瑞在上海以换文解决。

乙、李济琛、何应钦在南京就参谋总次长职。

丙、中央党部委派各省党务指导委员。

丁、广东共产军彭湃占潮阳。

戊、上海日水兵刺死人力车夫。

３﹐３１（闰二，一○）

甲、蒋中正总司令自南京赴徐州，督师北伐（杨永泰随行），后方由李济琛、何应钦主持。

乙、钱大钧接收上海卫戍司令部，第三十七师熊式辉部开往鲁南作战，第三军及第三十一军

之各一部已自江西开抵浦口北上，由金汉鼎统率。

丙、国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召集财政会议。

４﹐１（闰二，一一）

甲、北伐全军总司令蒋中正在徐州通令第二第三集团军定本月七日开始攻击行动，又发告全

国民众、北方民众、前方将士及北方将士书。

乙、冯玉祥由新乡抵兰封，自兼东路军总司令，统率石友三、孙良诚、马鸿逵等军，豫北军

事由北路军总司令鹿锺麟主持，统率第二方面军孙连仲，第三方面军韩复矩，第八方面军刘

镇华（兼北路军副司令）及鹿自兼之第九方面军与刘汝明、张维玺、韩占元、刘骥等军。

丙、阎锡山重订第三集团军战斗序列，右路军总指挥徐永昌，副指挥杨爱源，前敌指挥孙楚；

左路军总指挥商震，副指挥傅存怀，前敌指挥张荫梧；以丰玉玺、谭庆林部为总预备队。

丁、张学良、杨宇霆下令向晋东进攻，占领平山，于芷山军亦向繁峙进攻，同时令戢翼翘、

于学忠等警戒磁州。

戊、美使马慕瑞以宁案解决，离沪北上（原拟访南京，因蒋中正赴徐州，而作罢）。

４﹐２（闰二，一二）

甲、胡汉民等自土耳其电告谭延闿，土愿派使驻南京。

乙、厦门反日纠察队被解散，当局禁止罢工罢市。

丙、钱大钧任淞沪警备司令。

丁、北京各部开始裁员。

４﹐３（闰二，一三）

甲、广州又有共产党暴动消息，加紧戒严。

乙、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向法领事要求引渡共产党人被拒。

４﹐４（闰二，一四）

甲、直鲁军及孙传芳分别增防临城、济宁。

乙、陈铭枢自长沙回南京。

丙、政治会议任冯玉祥、邓哲熙为开封政治分会委员。

丁、中美宁案协定全文公布。

戊、上海交涉员郭泰祺与黄郛不和，被免职，以金问泗继任。

己、两湖善后会议闭幕。

４﹐５（闰二，一五）

甲、奉军第八军万福麟部（马占山等师）占领井陉，徐永昌军退守娘子关。

乙、京汉线奉军向彰德猛攻，鹿锺麟军败挫。

丙、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北伐宣言。

丁、蒋中正发表告国民书。

４﹐６（闰二，一六）

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全军总司令蒋中正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改第一集

团军第一、三纵队为军团，仍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组为总指挥，并改第十一路军为第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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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以方振武为总指挥。

乙、豫北第二集团军开始向磁州大名进攻（漳河大战开始）。

丙、孙传芳到济宁督师。

丁、政治会议议决设中央研究院，并通过著作权法案。

戊、南满铁路社长山本在日本阁议报告满蒙经济政策。

４﹐７（闰二，一七）

甲、北伐全军总司令蒋中正电各集团军誓师。

乙、第一集团军开始进攻，中路第一军团第四军第九军攻台儿庄，第一军攻韩庄，左翼第三

军团攻鱼台，第四军团攻单县金乡，右翼第二军团攻日照临沂。

丙、奉天因将洮昂路车辆移往奉黑路，与日本发生冲突，形势颇严重。

丁、凉州镇守使马廷勷联合河州回马廷贤反抗国民军。

４﹐８（闰二，一八）

甲、张宗昌自济南赴韩庄督战。

乙、乌什回民代表请国民政府扩大蒙藏委员会，加入回部。

４﹐９（闰二，一九）

甲、第二十六军陈焯占郯城，败直鲁军张宗辅部。

乙、直鲁军褚玉璞、徐源泉与第二集团军刘镇华剧战于南乐观城。

丙、汉口民众因法领事不允引渡共产党，主张收回法租界。

丁、广东蕉岭中学校长被学生枪毙。

４﹐１０（闰二，二○）

甲、第九军顾祝同占领台儿庄，第三十三军张克瑶占领丰县。

乙、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选举华董三人，委员六人，加入工部局。

丙、北京政府以沧石路作抵，借比款五百万元。

丁、浙江各工会启封。

４﹐１１（闰二，二一）

甲、第二集团第一方面军孙良诚攻郓城。

乙、第一集团第三军团贺耀组部与孙传芳军剧战于鱼台。

丙、胡宗铎、陶钧分任湖北清乡督办、会办。

丁、政治会议任李宗仁、程潜、张知本、白崇禧等九人为武汉政治分会委员。

戊、汉口法领事允引渡共产党人，并道歉。

４﹐１２（闰二，二二）

甲、第一军蒋鼎文占韩庄，第四军缪培南占枣庄，第十军杨胜治围攻峄县。

乙、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占郓城。

丙、北京政府正式声明停止道胜银行各项合同权利。

４﹐１３（闰二，二三）

甲、第一军蒋鼎文占临城，第二十六军陈焯占临沂。

乙、第三军团在鱼台为孙传芳所败，第四十军教导师长龚宪阵亡。

丙、冯玉祥连电促李宗仁迅速派兵北上（４﹐９及４﹐１２已两电促请）。

４﹐１４（闰二，二四）

甲、孙传芳军占丰县，第四十军贺耀组部退集陇海路附近，夏斗寅第二十七军守沛县。

乙、奉日洮昂奉海事件解决：（一）北京交通部允奉海南满路接轨连运，（二）洮昂借车俟租

车合同期满（十八日）及奉海无租车必要时归还。

丙、陈铭枢、李济琛由上海回广州。

４﹐１５（闰二，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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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第二集团第一方面军孙良诚占巨野嘉祥。

乙、共产党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罗亦农在上海被捕（４﹐２１被杀）。

丙、江苏省政府反对财政部寓禁于征之禁烟办法。

４﹐１６（闰二，二六）

甲、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贺耀组得第二集团石友三军之助，夺回丰县，大败孙传芳军，毙其

军长袁家骥。

乙、蒋中正布告保护战地外侨，并令江苏交涉员照会上海日本领事（预防日本出兵）。

丙、国府外交部长黄郛照会葡使（毕尔勒）毕安琪，葡约于本月二十八日期满，请订新约。

丁、第二集团军席液池袭济南，美教士谢慕尔医士遇害。

戊、美人安德斯组织之中央亚细亚探险队，由北京出发往内蒙新疆探求原人遗迹。

４﹐１７（闰二，二七）

甲、第九军顾祝同、第四军缪培南占滕县界河。

乙、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韩复矩与奉军戢翼翘、于学忠等剧战于彰德。韩部师长三人重伤，

双方士兵死伤尤多（韩部甫开到）。

丙、冯玉祥通令所部一致服从蒋总司令命令。

４﹐１８（闰二，二八）

甲、日本田中内阁决定再出兵山东，令熊本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准备出动。

乙、黄郛电蒋中正通令前方将领注意胶济铁路一带日侨及日方利益。

丙、第二集团石友三军占鱼台，席液池之骑军袭占兖州。

丁、冀南直鲁军徐源泉攻占濮县、观城，败第二集团军韩占元部。

戊、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省政府组织法。

己、上海公共租界纳税西人议决六月一日起开放公园。

４﹐１９（闰二，二九）

甲、第九军占邹县。

乙、日本内阁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

丙、厦门日案结束，日本撤销厦门日警察所，此后日领逮捕在厦籍民，须先得中国许可。

４﹐２０（三，一）

甲、日政府发表二次出兵山东声明书。

乙、天津日兵五百开往济南（４﹐２１到），青岛日海军陆战队五百上岸。

丙、北京外交总长罗文干向日使抗议日本出兵山东。

丁、上海总商会反对日本出兵。

戊、国民政府交通部改革邮政官制，以华人为总局局长，另以法人（铁士兰）华人各一分任

会办、帮办。

己、缪培南第四军顾祝同第九军占兖州曲阜，方振武第四军团占金乡。

庚、阎锡山自太原走娘子关督战。

辛、冯玉祥再促李宗仁、程潜、白崇禧迅调大军北上助战。

４﹐２１（三，二）

甲、国民政府外交总长黄郛照会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抗议日本出兵山东。

乙、中央党部为日本出兵事，开紧急会议。

丙、张宗昌以日本再度出兵山东，电北京外交部，迅向日使抗议。

丁、第二集团军孙良诚力克济宁，大败孙传芳军，张宗昌退回济南。

戊、程潜、白崇禧令两湖军队集中北上助战。

４﹐２２（三，三）

甲、第一集团军肃清汶河以南之直鲁军及孙传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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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冀南直鲁军徐源泉孙殿英占南乐，第二集团军刘镇华部失利。

丙、蒋中正到兖州。

丁、樊锺秀部二万余连占河南鲁山郏县密县临汝等县，截断陇海路于偃师，攻击第二集团军

后方（樊与陕西李云龙通）。

４﹐２３（三，四）

甲、日军第六师团自熊本开始向青岛出发（４﹐２５到达）。

乙、日本公使馆覆４﹐２０北京外交部抗议。

丙、吉黑军队向山海关内开动增防。

４﹐２４（三，五）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日本出兵事，发告世界民众及日本国民书。

乙、广州允许英兵入城（已禁止三年）。

丙、北京内阁总理潘复与王占元奉张作霖命到济南，与张宗昌、孙传芳商军事。

４﹐２５（三，六）

甲、彰德战事激烈，奉军戢翼翘猛攻，鹿锺麟等取守势。

乙、第二十六军陈焯占领山东莱芜。

丙、开入关内之吉黑军向德州增防。

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劳资争议处理法。

４﹐２６（三，七）

甲、国府外交部长黄郛驳斥日本出兵山东声明。

乙、日军自青岛到济南。

丙、黄郛电蒋中正，日武官堀内一雄盼南军先进至长清一带，日劝张宗昌降或由日军缴械。

丁、共产党及大刀会陷江苏溧阳，即被击退。

戊、樊锺秀围攻洛阳（昨冯玉祥电李宗仁请援）

。

己、前守涿州之晋军师长傅作义自保定走天津（即赴上海，转道回晋）。

４﹐２７（三，八）

甲、第一军蒋鼎文占领泰安（美和琶夫人中弹死），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占领平阴。

乙、黄郛电蒋中正，商张群赴日本事。

丙、冯玉祥通电讨伐樊锺秀，并电请军事委员会饬两湖士兵北来助战。

丁、吉林老头沟煤矿中日合办，已签合同。

４﹐２８（三，九）

甲、第三十七军陈调元截断明水镇胶济铁路。

乙、第二集团军宋哲元、石敬亭大破樊锺秀于洛阳龙门。

丙、国民政府发行军需公债一千万元（一作５﹐１）。

４﹐２９（三，一○）

甲、京汉铁路线张学良部安国军（奉军）第三、第四军团以山东战事失利，自彰德后撤，冯

玉祥自兰封到新乡，乘机反攻。

乙、第一集团军第二十六军陈焯攻占胶济线之龙山镇。

丙、吴俊升到北京，劝张作霖出关。

４﹐３０（三，一一）

甲、张宗昌离济南退德州。

乙、第四军团方振武部攻占济南附近新城雒口。

丙、南京外交部长黄郛赴徐州，杨永泰同行。

丁、黄郛电蒋总司令，报告与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及上海总领事矢田商洽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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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对日交涉拟以张群任之。

戊、辜鸿铭卒于北京，年七十二岁（１８５７生）。

５﹐１（三，一二）

甲、第一集团军第一军蒋鼎文，第九军顾祝同，第二十六军陈焯，第三十七军陈调元部占领

济南。

乙、济南日军在商埠布防警备。

丙、日本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铁甲车及兵车自青岛抵明水站，不理驻军第二十六军团长陈

时骥制止，继续西进。

丁、第二集团军第五军石友三击败樊锺秀，克偃师（樊部逐渐南退鲁山叶县方城一带）。

戊、共产党女领袖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在武汉被枪决。

５﹐２（三，一三）

甲、日本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到济南。

乙、蒋中正、外交部长黄郛到济南，方振武任济南卫戍司令。

丙、京汉线第二集团军渡漳州，占磁州。

丁、济南日军刺杀中国官兵数人。

戊、张作霖任何丰林为东路后方总司令，何即赴沧州。

己、吴俊升偕张作霖眷属回奉天。

５﹐３（三，一四）

甲、上午九时济南日军开始有计划之暴行，不准革命军经过其自定之警备区，开鎗射击（日

武官酒井隆所制造）。

乙、济南日军侵入外交部长黄郛办公处，鎗杀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

时及职员十余人。第四十军陶峙岳师第七团千余人缴械，炸毁无线电台。蒋中正下令各军禁

止冲突，立回原地，派参谋熊式辉与日军司令福田交涉。

丙、蒋中正令革命军退出济南商埠，并要求日军同时撤离。

丁、正太铁路线奉军后撤，第三集团军右路军徐永昌部进向平山井陉。

戊、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刘镇华部占领大名。

己、国民政府通缉梁士诒、王克敏。

５﹐４（三，一五）

甲、外交部长黄郛自济南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严重抗议日军暴行。

乙、蒋中正向济南日军司令福田彦助抗议。

丙、济南日军继续射击，拘捕革命军官兵，占领邮局，抢掠商店。

丁、日军继续来华，并派海军向长江以南各口岸示威。

戊、黄郛与日军交涉，济南英美领事从事调解，无结果。

己、国民政府通令各方镇静，并令前方将士继续北伐。

庚、蒋中正决定各军退出济南，分五路渡河北伐。

辛、北京外交总长罗文干为济南事件向日使抗议。

壬、日人在大连召开【满洲青年联盟】大会（至５﹐６）。

５﹐５（三，一六）

甲、蒋中正、黄郛离济南赴党家庄，临行宣布除负责维持治安者外，所部各军均撤离济南，

绕道渡河北进（时黄河桥已不能通过），留方振武及刘峙部各一团约五千人于城内，以苏宗

辙代理济南卫戍司令。

乙、蒋中正致书福田彦助，告以各军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盼日军即停止一切特殊行动。

并函告英美领事，此后外侨安全如因战事而受损失，应由日本负责。

丙、冯玉祥到党家庄晤蒋中正（明日冯返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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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直鲁军飞机一架向济南城区投弹，伤亡十余人。

戊、第三集团军右路军孙楚师占领井陉。

己、南京、上海、汉口、广州、北京、天津各地纷起作反日运动。

庚、上海兵工厂长张群到东京。

５﹐６（三，一七）

甲、蒋中正派王正廷到济南交涉（无结果，５﹐８离济）。

乙、中央党部紧急会议，决以日军在济南暴行诉诸国际联盟。

丙、日军一列车自青岛到济南。

丁、直鲁飞机两架续向济南城区投弹，死伤二十余人。

戊、日本驱逐舰到汕头，水兵上岸示威。

己、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刘镇华部占领临清。

庚、上海总商会电北方将领，请息内战，共御外侮。

５﹐７（三，一八）

甲、下午三时，济南日军司令福田彦助向蒋中正总司令提出最后通牒：（１）惩办有关之高

级军事长官，（２）解除对抗日军之部队武装，（３）济南城及胶济铁路二十里以内不准驻华

兵，（４）赔偿损失，（５）允日军驻辛庄张庄营房。以上各项限十二小时内圆满答复（本日

下午四时送至暂代山东交涉员处，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请其延长答复时间，不允）。

乙、夜十时，蒋中正派高级参谋熊式辉，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驰赴壕斩南，与福田谈判其所

提条件。

丙、蒋中正免第三军团总指挥兼四十军军长贺耀组职，以方鼎英继任总指挥，毛炳文代理军

长（日方所要求）。

丁、日人头山满、佃信夫、水野梅晓电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黄郛、

何应钦转蒋中正、冯玉祥，盼中日各自认曲，于理法之下以诚相见。

戊、中央党部为日军暴行发告友邦书。

己、驻津日军司令部函天津警务处谓日本飞机不日到津，往来天津济南，要求指定地段筑飞

机场，直隶省长孙世伟，交涉员薛学海电请外交部向日使交涉阻止。

庚、黄郛回南京（各方多不满黄郛，传其曾签字于日本所要求之条件）。

辛、日本首相田中派南满铁道总裁山本条太郎再至北京，与张作霖谈，张如接受日本东北铁

路要求，日允掩护关内奉军东撤。

５﹐８（三，一九）

甲、日军继续炮击济南，并破坏黄河铁桥、新城兵工厂，攻占辛庄、张庄营房，掠夺革命军

粮食辎重，扫射津浦铁路列车。

乙、蒋中正到泰安。

丙、熊式辉、罗家伦到济南晤福田，福田坚持将陈调元、方振武、王均部缴械，并再度致书

蒋总司令，声明决采断然处置。

丁、日本阁议决令名古屋第三师团向济南出动（山东日军共一万五千人），又海陆军会议决

定占领济南，管理胶济铁路。

戊、上海日本陆战队越界操演，芜湖日水兵登岸撕标语。

己、张群自日本电蒋中正报告本日与田中义一晤谈结果：（１）日不袒奉，愿助中国统一；

（２）出兵不妨碍北伐进行；（３）护侨护路属于军事者，由福田负责办理；（４）勿扩大风

潮（蒋电覆张群，日本出兵如不影响北伐，济案如曲在中国，将对日道歉。５﹐９张群 离

日回国）。

庚、日首相田中义一招请英美法各大使要求对日军在济南之行动加以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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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南京中央联席会议商对日问题，即由国民政府通令告诫国民恪守纪律，各安职业，严防

共产党煽动，并令各地当局严切执行。

壬、蒋中正通令各方隐忍，保护外侨，取缔有碍邦交宣传，继续北伐。

癸、黄郛在南京报告济南事变经过。

子、京汉线第二集团第三方面军韩复矩部占顺德。

丑、第三集团军右路军孙楚进入直隶获鹿平山。

寅、南京全国教育会议开幕（５﹐２８闭会）。

５﹐９（三，二○）

甲、日军猛攻济南，飞机投弹轰炸，占夺城西北隅，另支日军占领白马山，袭击党家庄第三

军第八师，该师奉令未还击，损伤颇大，日骑兵又袭击泺口长清齐河一带，阻止革命军渡河。

乙、熊式辉、罗家伦自济南回泰安，蒋中正另派总参议何成浚前往（允免贺耀组职，解除对

抗日军之部队武装，撤济南驻军，张庄、辛庄不驻兵，要求交还日军所缴枪械，立即停止军

事行动）。

丙、日政府发表第三次出兵山东声明书（另有大批日舰开往长江）。

丁、国民政府明令为济南惨案被日军杀害之蔡公时等静默志哀。

戊、谭延闿、张人杰、吴敬恒赴兖州，晤蒋中正。

己、蒋中正令第一集团总指挥刘峙率第一、第九、第三十三军编五支队，控守泰安莱芜肥城

一带，命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率第二、第三、第四军团及第二集团第一方面军迅速

渡河，向德州进攻，蒋自泰安回驻兖州。

庚、第三集团军右路军徐永昌部（杨效欧孙楚师）占领石家庄。

辛、张作霖通电退兵停战，彰德及正太路停止攻击，政治愿听国民公决。

壬、龙泉关奉军东撤，第三集团军左路军第六军丰玉玺进占直隶阜平。

癸、甘肃张兆钾残部合马廷勷之回军围河州。

５﹐１０（三，二一）

甲、夜十一时，济南城内之革命军由苏宗辙率领，奉命撤退，日军入城，肆行屠杀，病院伤

兵全遭惨死，人民死者尤众（据后调查此次济南事变华人死伤约一万一千余人）。

乙、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电国际联盟秘书长提出济南事变案，请召集理事会议。

丙、第四军团方振武部进抵鲁北禹城。

丁、上海日水兵登岸放哨。

戊、大批留日学生被逼回国。

己、冯玉祥到新乡。

５﹐１１（三，二二）

甲、谭延闿等自兖州回南京。

乙、谭延闿、张静江等电复头山满等，主先求相安，后谈是非，勿因一时而忘久远，勿因一

部而忘全局，并望转告日政府勿再相迫（

指５﹐７要求）。

丙、第十七军曹万顺占领临沂（５﹐１３占莒县）。

丁、第三集团军右路军沿京汉线追击奉军占领定州唐县，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到石家庄。

戊、张学良、杨宇霆等电复上海总商会，表示愿和。

己、陕西李云龙（虎臣）分路攻西安潼关（乘第二集团军东调之隙）。

５﹐１２（三，二三）

甲、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电美总统顾理治请注意日军在济南暴行及山东问题。

乙、国府以王宠惠、李煜瀛、伍朝枢为驻英、法、美代表，报告济案真相。

丙、国民政府明令优恤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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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福田以张宗昌之宪兵司令田友望为济南警察厅长。

戊、何成浚与日方交涉不协，自济南回抵兖州。

己、津浦路第二集团军骑兵席液池部占领高唐恩县。

庚、第一集团军第二、三、四军团全部渡河，由朱培德指挥，向德州前进。

辛、京汉路奉军第三第四军团在完县望都之线占领阵地，抵制第三集团军前进。

壬、北京外交总长罗文干向日使抗议济南日军暴行。

癸、北京外交部秘书顾泰莱密函美英及荷兰公使，盼向南方劝导停战（美英表示无能为力）。

５﹐１３（三，二四）

甲、孙良诚、方振武部进抵德州（一作５﹐１７）。

乙、第二集团军宋哲元孙连仲击破李云龙（虎臣）部于潼关。

丙、英国对日本表示，此后关于中国问题，盼两国取得谅解。

丁、国民政府决贯彻北伐，不理张作霖之停战电。

戊、蒋中正由兖州到徐州。

己、黄郛王正廷在上海商对日问题。

庚、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中国委员柯绍忞等因济南事件，全体退出该会。

５﹐１４（三，二五）

甲、蒋中正电复谭延闿、张静江、蔡元培，不允解散贺耀组、方振武、陈调元三部，不得已

时以贺部为限，允道歉（福田提出：（一）蒋中正正式道歉，（二）惩办贺耀组、方振武、陈

调元，解散其部队，（三）

释放俘虏，但不还枪械，（四）胶济路二十里内不许交战，（五）停止反日宣传，（六）中国

代表须有蒋之正式委任等条件）。

乙、日军第三师团到青岛。

丙、日舰开往长沙宜昌。

丁、王宠惠到伦敦，晤英外相张伯伦。

戊、在欧洲之胡汉民、伍朝枢、孙科、王宠惠电北京外交总长罗文干，请将济案提出国际联

盟。

己、张群电东京，请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来华。

５﹐１５（三，二六）

甲、国民政府再下令完成北伐，并任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乙、张作霖在北京召集紧急军事会议。

丙、第三集团军左路军丰玉玺部占领直隶完县，进迫方顺桥。

丁、天津各国军官会议天津防守。

戊、北京交通次长赵镇与南满铁道会社代表江藤丰三订立吉会及长大铁路兴建合同（５﹐１

３海林、洮索路合同已签）。

己、美议员波拉主由美国调停中日争端（日本表示拒绝）。

庚、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开会。

辛、大学院召开之全国教育会议开幕。

５﹐１６（三，二七）

甲、第三集团军与奉军剧战于保定西南之方顺桥。

乙、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一致追随蒋总司令北伐。

丙、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孙良诚、蒋作宾、石敬亭等十二人为山东省政府委员，以孙为主席。

丁、福田彦助以斋藤旅长为济南警备司令，另由华人何宗莲等组治安维持会。

戊、下关日舰开炮向南京示威。

５﹐１７（三，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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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飞机在泰安抛弹轰炸。

乙、日使芳泽劝张作霖撤军东去，如奉军战败，革命军续进，日军将在山海关一带双方以军

队缴械，满洲日本警备区内不得交战。

丙、日本外务大臣面告美英法义大使，愿与各国采取共同措置以保北京天津外人生命财产，

日本政府并决心制止满洲战事。

丁、京汉路方顺桥之战，因韩复矩军后撤，第三集团军受奉军包围失利。

戊、四川刘湘、郭汝栋合攻杨森。

己、北京枪毙党人十三人。

５﹐１８（三，二九）

甲、日本分致北京及南京觉书，如战事由京津开展，而将及于满洲时，日本即采适宜而有效

之措置（５﹐１７曾通知英美法）。

乙、美使马慕瑞通知外交部长，外军已划定天津警备区域，请在津作战时注意。

丙、京汉线奉军退集琉璃河。

丁、日政府为济案致书国际联盟。

戊、武汉政治分会成立。

己、第三集团军左路军王靖国等师进占浑源、灵邱。

庚、宋哲元军败李云龙。

辛、甘肃刘郁芬军败马廷勷之回军，解河州围（一作５﹐２４）。

５﹐１９（四，一）

甲、蒋中正到郑州，部署军事，限京汉津浦两路之第一第二集团军于本月二十五日前在庆云、

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之线将主力集结攻击，分别由朱培德、鹿锺麟主持。

乙、第三集团军李培基部自晋北开抵绥远城。

丙、上海日兵列队游行示威，温州亦有日陆战队登岸。

丁、美国务卿声称满洲为中国领土，无法容忍５﹐１８日本通告。

戊、中国波兰和好通商条约在北京签字。

５﹐２０（四，二）

甲、黄郛自上海回南京，召开外交委员会讨论日本觉书及济案，并抗议日本飞机至泰安投弹。

乙、张作霖向日方表示愿退往关外，但须革命军不追击。

丙、日本参谋本部下令驻屯满洲各地部队即向沈阳移动，并向锦州、山海关、朝阳镇警戒。

丁、留日陆军士官学生因济案回国者数十人，华工尤受虐待。

戊、毛泽东在江西宁冈芳坪召开湘赣边界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特别委员会委员二十

三人，毛为书记。

５﹐２１（四，三）

甲、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扣留第四路军总指挥、兼第六军军长、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

席、中央执行委员程潜，即电请中央将程免职，谓其暴戾恣睢，把持湘政。

乙、李宗仁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丙、蒋中正、白崇禧晤于新郑，蒋返郑州（旋西赴洛阳，留一日，返徐州），白北上（白部

仍在许州郾城信阳一带，屯驻未进）。

丁、北京外交部答复美公使，认划天津为警备区域违背国际惯例，请撤销。

５﹐２２（四，四）

甲、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自旅顺移设沈阳，集中军队一师二旅一守备队，并向锦州榆关布防。

乙、黄郛到上海，电请辞外交部长职（国民政府决定以王正廷代黄，据云系冯玉祥推荐，黄

至痛愤）。

丙、第三集团军与奉军第三第四军团在完县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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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第三集团军左路军李服膺师占直隶涞源。

戊、四川杨森受刘湘、郭汝栋之攻击，退出万县。

５﹐２３（四，五）

甲、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程潜免职查办，任命鲁涤平、陈嘉佑、何键等十一人为湖南省政府委

员，鲁为主席。

乙、日本军部派田代皖一郎到奉天，改变计划，保留张作霖之地位（关东军大为不满）。

丙、日本武官健川美次访张学良、杨宇霆，劝张作霖出关。

丁、日本议员多人到青岛调查济南事件。

戊、北京公使团会议战事延及京津自卫方法，日使提【非常警备】案，由各国共同派兵警备，

美使反对。

５﹐２４（四，六）

甲、国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各军队切实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乙、天津各国司令会议，反对日军司令扩大天津防卫区域之建议（５﹐２２日本已拟就分致

南北当局通牒，美英法义公使均不赞成）。

丙、天津又到大队日军。

丁、济南日飞机又至泰安抛掷炸弹。

戊、美国潜水艇十四只到青岛。

己、俄国真理报刊登第三国际抗议日本出兵山东宣言。

庚、直隶省长孙世伟奉张作霖命赴上海。

５﹐２５（四，七）

甲、日军第三师团长安满钦一令中国军队退至青岛二十华里以外。

乙、北京外交部驳覆５﹐１８日本觉书，声言京津东三省为中国领土，盼日本鉴于济案，勿

再有不合国际法措置。

丙、美国声明不承认日本在满洲之特殊权利，维护华盛顿条约。

丁、济南日军炸毁无影山火药库。

戊、国民政府任命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己、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通电拥蒋中正北伐。

庚、第三集团军傅存怀部入张家口，奉军汤玉麟、高维岳撤退。

５﹐２６（四，八）

甲、南京禁止反日宣传。

乙、日本表示在不违背自卫权之谅解下，可赞同美国拟议之【非战公约】。

丙、谭延闿、张人杰、陈果夫到徐州晤蒋中正，商日本问题、外交部长问题及克复京津后措

置。

丁、白崇禧自京汉路前方返汉口。

戊、中国希腊修好条约在巴黎签字。

５﹐２７（四，九）

甲、奉军败第三集团右路军于直隶望都。

乙、宋哲元解西安之围，李云龙败退。

丙、孙岳卒于上海，年五十一岁。

５﹐２８（四，一○）

甲、第三集团军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荫梧占满城，威胁奉军右翼。

乙、奉天代表往北京，劝张作霖出关。

丙、日本向国际联盟提出山东问题声明书。

丁、南京全国教育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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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９（四，一一）

甲、南京外交部驳覆５﹐１８日本觉书，谓将以妥善方法处置东三省治安问题，不承认日方

所称，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置。

乙、日海军宣布禁止中国海军在青岛、烟台、龙口、大沽、秦皇岛领海各二十里内交战，各

国海军武官以事先未经同意，表示反对。

丙、蒋中正建议中央，以国民党或中央委员个人名义致书日本各政党及头山满、犬养毅等宣

布济案发生以来情形，以重中日邦交、东亚和平及两国之真正共存共荣。

丁、蒋中正自徐州到道清路柳卫晤冯玉祥，即令前敌各军于进至静海、永清、固安、长辛店

之线时，停止待命，以避免外交上之纠纷（决定由阎锡山部进入北京天津）。

戊、第二集团军第六军韩复矩部占领蠡县。

己、山东省政府在泰安成立，石敬亭代理主席。

５﹐３０（四，一二）

甲、张学良、杨宇霆等自保定回北京，三、四方面军团部移琉璃河，元帅府开军事会议，即

令前线总退却（阎锡山之代表孔繁蔚晤张、杨）。

乙、第三集团军占张家口。

丙、蒋中正到石家庄晤阎锡山，商收复京津问题。

丁、日本使馆覆北京外交部节略，俟日本认为紧急事态已去，无派驻军队必要时，即当撤退。

５﹐３１（四，一三）

甲、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占领保定，第二集团军韩复矩部占领高阳，奉军退琉璃河及雄县。

乙、张作霖决定离北京回沈阳，招待外交团话别。

丙、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决定取消出击锦州、山海关、新民之奉军计划。

丁、日使主外兵接管北京城门，美使等不同意。

戊、日军第三师团迫直鲁军残部离开青岛及胶济铁路二十里以外。

己、国民政府命外交次长唐悦良（冯玉祥系）代理部务。

５﹐（中下旬之交）朱德之红军第四军（两团）

在湖南郴州、耒阳战败东走，与井冈山西来之毛泽东之工农军第一师会于酃县水口镇（旋又

返回井冈山，整编工农红军第四军，朱任军长，初为三个师，朱兼第十师师长，毛为政治委

员兼第十一师师长及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毅为第十二师师长，不久改为三个团，王尔琢、胡

少海、袁文才分任团长，何长工、龚楚等任党代表，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６﹐１（四，一四）

甲、蒋中正自石家庄南下，再晤冯玉祥。

乙、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吕秀文军）占河间。

丙、日本松井中将、若杉情报谍长到济南。

丁、上海公共租界公园撤除【狗与华人不准入内】之木牌（４﹐１９租界纳税华人大会议决

开放，６﹐１８法国公园亦开放）。

６﹐２（四，一五）

甲、张作霖通电出关，此后国事听国民裁决。

乙、阎锡山代表孔繁蔚在北京与张学良等接洽和平接收北京事。

丙、冯玉祥电阎锡山请主持北方。

丁、第二军团第二十六军陈焯占领沧州。

戊、李济琛通电拥蒋中正。

己、外交部长黄郛复５﹐１８美使照会，负责保护天津美人安全，盼美军撤退（是日由上海

交涉员金问泗致送马慕瑞）。

庚、青岛驻军因日方之压迫开始向青岛及胶济路二十华里以外撤退。



- 615 -

６﹐３（四，一六）

甲、张作霖离北京回奉天，潘复、莫德惠、刘哲等同行（潘至天津下车）。

乙、蒋中正自河南回抵南京。

丙、胡汉民以所拟【训政大纲】自巴黎电告谭延闿。

丁、黎元洪在天津病卒，年六十五岁。

戊、天津外兵出防。

６﹐４（四，一七）

甲、张作霖车抵奉天皇姑屯（京奉南满铁路交接处）被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炸伤（上

午五时三十分。翌日卒，年五十四岁，奉天省长臧式毅密不发表）

，自沈阳来迎之黑龙江督办吴俊升亦遇难。

乙、孙传芳、张学良、杨宇霆离北京（罗文干等亦去），留鲍毓麟旅维持北京治安（事先已

与革命军商定，是日各国公使分电蒋、冯、阎及谭延闿，俟革命军接防后，允鲍旅和平撤退）。

丙、王士珍、汪大燮、熊希龄组织之北京治安维持会成立。

丁、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

６﹐５（四，一八）

甲、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到静海，直鲁军及孙传芳军集天津附近（齐燮元、吴光新谋收编

该军未成）

，奉军三、四军团由琉璃河、固安东撤。

乙、白崇禧自汉口北上，令屯驻豫境之第四集团军开往京津。

丙、国民政府公布刑法施行条例。

丁、北京晨报自动停刊。

６﹐６（四，一九）

甲、北京悬青天白日旗，党部开始公开活动。

乙、第二集团军韩复矩部到南苑（奉令不许入北京），刘镇华部到廊坊、杨村，第三集团军

徐永昌部到长辛店，谭庆林到卢沟桥。

丙、张宗昌在天津访段祺瑞及日军司令，表示将再战。

丁、张学良、杨宇霆专车被日军阻留在滦州，未能出关。

戊、日军参谋次长松元与张群在党家庄谈判济案，坚持中国谢罪（６﹐９张回宁）。

己、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任王正廷为外交部长。

庚、湖南清乡督、会办鲁涤平、何键计划进剿朱德、毛泽东红军。

６﹐７（四，二○）

甲、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设北京临时政治分会，辖京兆直隶热河。

乙、孙传芳离天津赴芦台，晤张学良、杨宇霆（张宗昌、褚玉璞仍在天津市区设防）。

丙、山东日侨决拥护日人在山东之既得权利。

６﹐８（四，二一）

甲、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商震部张荫梧军孙楚师入北京，奉军鲍毓麟旅退出至通州附近，

为第二集团军所阻折回，被韩复矩军缴械。

乙、阎锡山在保定就京津卫戍总司令职，以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

丙、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等在滦州会议，不准张宗昌军出关。

丁、国民政府合北京各大学为中华大学，以蔡元培兼校长，由李煜瀛代理（见７﹐１９）。

戊、国民政府下令优恤黎元洪。

己、上海党部请禁止收编北方反动军队。

６﹐９（四，二二）

甲、蒋中正以北京克复，向国民政府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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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北京公使团以鲍毓麟旅被缴械事向国民政府及韩复矩交涉（

７﹐１鲍部武器发还）。

丙、冯玉祥令第二集团军自北京附近退集固安静海。

丁、北京临时治安维持会结束。

戊、孙传芳部郑俊彦、李宝璋等投诚，改编为第五军团。

己、国府颁布劳资仲裁条例。

庚、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

６﹐１０（四，二三）

甲、沈阳发现炸弹六次（均日人所为）。

乙、吴俊升之嗣子吴泰来由奉天回黑龙江，自任黑龙江督办。

丙、国府外交部以日本不覆５﹐２９抗议，再提二次抗议。

丁、上海学生军一万六千余人举行检阅。

６﹐１１（四，二四）

甲、中央常务会议议决于七月十五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乙、蒋中正辞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

丙、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电留蒋中正。

丁、阎锡山、白崇禧到北京。

戊、直鲁军徐源泉投降，以保卫总司令名义维持天津治安（徐受革命军直隶军事特派员卢和

生运动）。

６﹐１２（四，二五）

甲、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宣言，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蠲免苛税，裁减兵额。

乙、国民政府慰留蒋中正。

丙、阎锡山再电留蒋中正。

丁、李宗仁电陈时局意见，对奉以政治手腕解决，以兵工政策收束军队，准备召集国民会议

等项。

戊、张宗昌、褚玉璞离天津退芦台，傅作义就天津警备司令职。

６﹐１３（四，二六）

甲、阎锡山访各国公使。

乙、外交部长王正廷复公使团６﹐９电，关于鲍毓麟旅事件已令前方将领查明妥办（６﹐１

０外次唐悦良亦有相同复电）。

丙、蒋中正离南京赴镇江，冯玉祥、杨树庄、白崇禧等均一再电留。

丁、国民政府裁撤北京邮务总局。

戊、在济南被日军所捕之党军九百余人释放送上海。

６﹐１４（四，二七）

甲、中央常务委员会议，派蒋中正往北京祭告孙中山总理。

乙、北京各国公使答访阎锡山。

丙、东京中国使馆改悬青天白日旗（驻英法比德等国使馆继之，是日驻美使馆施肇基面告美

国务卿凯洛格，渠已接国民政府电令，继续担任中国代表）。

丁、王正廷就外交部长职，即电知北京各国公使（翌日各公使分别覆外交部）。

６﹐１５（四，二八）

甲、国民政府对外发表宣言，统一告成，当以正当手续以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重新

订约。

乙、美国务卿凯洛格电告美使马慕瑞，准备承认国民政府。

丙、国民政府派孔祥熙赴北京视察总理（孙中山）灵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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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国民政府任命张继、白云梯等为蒙藏委员会委员。

６﹐１６（四，二九）

甲、总理广州蒙难六周年纪念，蒋中正通电愿以三民主义统一全国思想。

乙、蒋中正派张群往日本。

丙、白崇禧所率第四集团军李品仙、叶琪等部开抵北京附近。

丁、国民政府派何成浚、周震鳞等往北京接收各机关。

戊、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反对大学区制。

己、沈阳军政要人会议，推张学良为奉天督办。

６﹐１７（四，三○）

甲、蒋中正回南京，打消辞意。

乙、阎锡山派于珍、邢士廉往劝张学良服从国府。

丙、张学良自秦皇岛秘密出关回奉天（６﹐１８到沈阳）。

丁、日本驻俄大使田中为第三国际宣言（５﹐２４），向俄代理外长加拉罕严重抗议。

６﹐１８（五，一）

甲、蒋中正表示国都早已决定南京，不应再加讨论。

乙、孔祥熙过新乡晤冯玉祥（时冯军未能入京津，盛传将与阎锡山冲突）。

丙、日本外务省约晤美英法义代表，说明日军在山东天津地位，准备与国民政府交涉。

６﹐１９（五，二）

甲、王正廷通知北京各国公使，请派员与国民政府接洽外交。

乙、公使团覆外交部６﹐１３电，韩复矩不遵国民政府命令，已带同鲍毓麟旅人员枪械赴固

安，请迅行处理。

丙、阎锡山电南京请开军缩会议，统一财政交通。

丁、国民政府续派冯玉祥、阎锡山随蒋中正祭告总理。

戊、张学良就任奉天督办，万福麟任黑龙江督办。

６﹐２０（五，三）

甲、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改直隶省为河北省（京兆区并入），改北京为北平，定北平、天津为

特别市。

乙、张学良通电停止军事行动，刷新外交工作。

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任命李济琛、陈铭枢等十二人为广东省政府委员。

丁、新疆杨增新易帜，组织省政府，设新疆总司令部，服从国府。

戊、财政部召集之全国经济会议在上海开幕，主编遣裁兵。

己、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将所收编部队开出天津，并搜查苏俄领事馆。

６﹐２１（五，四）

甲、商震赴天津，办理收编军队事宜。

乙、冯玉祥令韩复矩将所缴鲍毓麟旅枪械交战地政务委员会转还。

丙、奉天方面正式宣布张作霖逝世。

丁、第九军金汉鼎部杨池生、杨如轩两师（七个团）自江西永新进攻井冈山之红军。

６﹐２２（五，五）

甲、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善后短期公债四千万元。

乙、伍朝枢、李景纶与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翰逊、远东科长 StanleyK。Hornbeck等会谈国民

政府组织及承认问题。

丙、程潜旧部第六军由军长胡文斗副军长张轸率领，离湘入赣，声言开往前方，听中央调遣。

丁、红军第四军军长团长朱德、陈毅、王尔琢、林彪（营长）、龚楚大败第九军杨池生、杨

如轩两师于江西永新宁冈间之七级岭，占领龙源口，杨部损失两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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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五，六）

甲、张学良召集重要会议决与关内议和。

乙、张宗昌函天津各国领事及司令官，请阻止革命军东进。

丙、冯玉祥称病向军事委员会请假十日（冯不满中央以平津归阎锡山）。

丁、红军朱德等占江西永新、莲花，湘军亦自酃县退安仁。

６﹐２４（五，七）

甲、东三省各界联合会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省司令，张学良万福麟分任奉黑两

省司令（张作相辞）。

乙、河南第二集团军向樊锺秀进攻。

丙、湖南调查湘东各县被共产党惨杀者五千至五万不等。

６﹐２５（五，八）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任李煜瀛、阎锡山、冯玉祥、张继、鹿锺麟、白崇禧、陈调元等十三

人为北平临时政治分会委员，李为主席，暂由阎代。

乙、中政会通过任商震、韩复矩、徐永昌、沈尹默等十一人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商为主席（省

会定保定，省政府暂设天津）。

丙、中政会通过任何其巩、南桂馨为北平及天津特别巿巿长。

丁、美国东亚舰队司令主实时撤退在华美军，免为他国利用。

６﹐２６（五，九）

甲、蒋中正偕吴敬恒等由南京赴汉口，约同李宗仁赴北平，并分电各方停止招兵。

乙、国民政府会议通过蒋中正所提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协同各部及建设委员会办理裁兵事

宜案。

丙、国府会议通过津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案，总额为九百万元（

７﹐１发行）。

丁、日本内阁决定酌减山东派遣军。

６﹐２７（五，一○）

甲、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取消战地政务委员会。

乙、中政会指定李济琛为广东省政府主席。

丙、中政会通过土地收用法。

丁、外交次长唐悦良赴北平视察外交情况。

戊、甘肃回马廷勷、马廷贤二次围攻河州（约三万人）。

６﹐２８（五，一一）

甲、蒋中正、吴敬恒到汉口（李宗仁设宴欢迎，胡宗铎、夏威、陶钧不到）。

乙、中央常务会议议决禁止招兵。

丙、全国经济会议通过请政府即日裁兵从事建设案。

６﹐２９（五，一二）

甲、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谒张学良，劝勿与南方妥协（６﹐２５及２６田中义一两电林

氏，命对张警告）。

乙、国民政府议决河北省政府设保定。

丙、蒋中正在武昌阅兵，指挥官胡宗铎诋中央。

丁、济南日军又大举检查拘捕多人。

６﹐３０（五，一三）

甲、军事委员会召集第一集团军将领会议第一集团军裁兵问题。

乙、上海全国经济会议闭幕，通电请从速统一财政，该会又组织裁兵促成会。

丙、一八六六年中义及一八六三年中丹友好通商航行条约本日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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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福建永定共产党张鼎丞暴动，围攻县城。

７﹐１（五，一四）

甲、张学良通电表示决不妨碍统一。

乙、财政部召集之全国财政会议在南京开幕。

丙、外交部照会义丹两使声明中义及中丹条约期满，应即废止，另缔新约。

丁、新疆改悬青天白日国旗，组织省政府，杨增新为主席。

戊、云南省政府成立，龙云任主席。

７﹐２（五，一五）

甲、蒋中正、李宗仁过郑州，冯玉祥自新乡来会，即北上。

乙、烟台悬挂青天白日旗。

丙、何应钦报告全国现有八十四军，约三百师，兵额共二百二十万以上，每月军费约六千万

元，准备裁去一百万，军费减至全国收入百分之六十，所有军官均由政府任免，不得干涉行

政，军事教育完全由政府划一，由第一集团军开始实施编遣。

丁、公布善后短期公债条例，债额四千万元。

７﹐３（五，一六）

甲、蒋中正、李宗仁到北平，阎锡山迎于长辛店。

乙、李济琛、戴传贤离粤北上。

丙、东三省各界联合会改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７﹐４（五，一七）

甲、中央宣传部制定新标语【实行裁兵】【严防腐化】。

乙、张学良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声言停止军事行动，建议召开国民会议，以谋全国统一。

丙、河北省政府在天津成立。

丁、四川刘湘、杨森两军冲突仍未决，杨得邓锡侯助，迫重庆，刘文辉助刘湘。

戊、收编之直鲁军孙殿英部（谭温江师）掘盗东陵乾隆慈禧二陵宝物（历时凡七日）。

７﹐５（五，一八）

甲、蒋中正因安福系在天津大连活动，致书警告段祺瑞。

乙、蒋中正通电，力促裁兵。

丙、冯玉祥到保定，即赴北平，并通电发表统一军政权，裁兵办法（先裁撤师以上各单位，

再编遣训练不良部队），整理党务等主张。

丁、总司令部将中兴煤矿公司全部充公。

７﹐６（五，一九）

甲、北平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中正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

吴敬恒、朱培德、白崇禧、商震等与祭。

乙、北平临时政治分会成立（冯玉祥不就该会委员职）。

７﹐７（五，二○）

甲、新疆总司令兼省政府主席杨增新被交涉员军务厅长、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樊耀南、俄

文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张纯熙刺杀，年六十九岁。民政厅长金树仁捕樊、张，处以死刑，

自任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金树仁曾预谋，传说樊与冯玉祥相结）。

乙、外交部对于不平等条约发表宣言：（一）已满期之旧约无效，另订新约，（二）未满期者

以正当手续解除重订，（三）旧约已满新约未订者依临时办法处理（即公布临时办法七条）。

丙、何应钦通电陈述裁兵办法。

丁、中法越南陆路通商条约本日期满。

７﹐８（五，二一）天津收编之第五军团郑俊彦、第六军团徐源泉等约十万人，均由阎锡山

移交蒋中正统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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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五，二二）

甲、中央常务会议议决第五次中央全体会改至八月一日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日期另定。

乙、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通过【苏维埃政权的组成问题决议案】，

先求一省或数省之胜利，向忠发任总书记，周恩来任组织部长，李立三任宣传部长，刘少奇

任职工部长，彭湃任农民部长，瞿秋白、张国焘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

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为政治局委员（大会于六月间开始，代表一百七十六人，瞿

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等为主席团，周恩来为秘书长，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东方

部长米夫等均参加，并作政治报告，大会讨论主题为反对陈独秀之右倾机会主义与瞿秋白之

左倾盲动主义。中共原命毛泽东前往参加，毛借故不行）。

丙、国民政府下令禁止招兵。

丁、冯玉祥在南口开追悼南口阵亡将士会。

７﹐１０（五，二三）

甲、外交部照会法使，本月七日满期之中法陆路通商条约及专条附章作废，另订新约。

乙、国民政府会议通过裁兵善后委员会条例。

丙、国民政府通过豁免旧欠田赋（十六年以前）

。

丁、南京全国财政会议闭幕。

戊、日本内阁决定济南事件解决条件。

己、国府通缉王揖唐、曾毓隽、吴光新、曹汝霖、姚震、汤漪、章士钊、陆宗舆、章宗祥、

顾维钧、汤芗铭、王印川等十二人。

庚、段祺瑞函复蒋中正，否认活动。

辛、张学良派代表邢士廉、王树翰等四人到北平晤蒋中正（邢、王等于７﹐８到北平，先晤

何成浚）。

７﹐１１（五，二四）

甲、蒋中正约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吴敬恒、朱培德、鹿锺麟、商震、白崇禧、陈绍宽、

张群、何成浚、宋子文、石敬亭、韩复矩、刘镇华等会于北平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

事意见书。

乙、张学良代表邢士廉等晤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商统一问题。

丙、国民政府专使伍朝枢照会美国务卿凯洛格，商订平等互惠新约。

丁、外交部照会葡使，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期满之中葡条约（１８７７﹐１２﹐１）失效，依

照临时办法处理关系各案。

戊、义公使华雷复七月一日照会，不承认旧约失效，允许讨论修改，重订新约。

己、上海日领事要求解散反日委员会。

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任刘纪文为南京特别巿巿长（原为何民魂）。

辛、交通部长王伯群到北平视察。

壬、蒙藏委员会成立。

７﹐１２（五，二五）

甲、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陈绍宽等在北平汤山决定军事整理方案，共同签字，

呈请政府实施，即组织编遣委员会，各军共编六十师，宪兵二十万，均统一于中央。编遣会

设国军编练、宪兵编练、警保设计、兵工设计、屯垦设计五部，并约定同出席五中全会，促

其早日实现。

乙、外交部撤回驻法公使陈箓，派齐致暂行代办。

丙、奉天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勿与南方妥协。

７﹐１３（五，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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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李济琛、戴传贤到北平。

乙、蒋中正在北平向记者宣布裁兵具体方案将提交五中全会决定。

丙、朱德率红军两团自江西井冈山抵湖南酃县，谋向湘南发展。

７﹐１４（五，二七）

甲、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制定临时保安公约，推张学良等十七人为保安会会员，执行东北区

最高行政权。

乙、蒋中正电各总司令总指挥，禁止招兵。

丙、冯玉祥离北平回豫。

丁、甘肃刘郁芬军再败马廷勷，河州二次解围。

７﹐１４（？）第九军金汉鼎、第六军胡文斗部（共十一个团）败红军毛泽东，收复江西永

新。第八军吴尚师亦自湖南进入宁冈（寻为共党及游击队所扰，八月吴尚部撤回茶陵，金、

胡部守永新）。

７﹐１５（五，二八）

甲、榆关奉军全部退出关外，直鲁军仍留唐山、滦州一带，蒋中正决令白崇禧组织各集团军

混合军（名右路军），负责肃清，另以方振武担任热河军事。

乙、裁厘委员会在南京成立。

７﹐１６（五，二九）

甲、济南日军之预备后备兵开始撤退。

乙、丹使赞同修约，惟希望新约未成立前，旧约仍有效。

７﹐１７（六，一）

甲、李宗仁电张学良劝服从三民主义。

乙、林久治郎要求张学良履行张作霖对日本之承诺，被拒。

丙、财政部长宋子文到北平视察。

丁、江苏省政府议决改丹徒县为镇江县，将省政府自南京移设镇江。

戊、朱德、陈毅、龚楚、王尔琢、胡少海率红军大队自湖南酃县进向资兴郴州。

７﹐１８（六，二）

甲、北京公使团会议废约事，主新约确立后旧约方失效（日使反对，坚持不得废约）。

乙、上海日本总领事矢田太郎到南京，与王正廷谈判济案及修约问题。

丙、中央政治会议不准各部院在北平设办事处，仅可设档案保管处。

丁、军事委员会组织第一集团军整理委员会。

戊、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在汉口被胡宗铎、夏威等缴械遣散。

７﹐１９（六，三）

甲、奉天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奉７﹐１８田中义一命再警告张学良勿与国民政府连系，必要

时日本愿尽力相助。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有相同表示（原定７﹐２２易帜）。

乙、汤玉麟通电热河易帜，服从三民主义（此为张学良授意，以试探日本反应，并阻革命军

进攻）。

丙、外交部照会日使芳泽（由南京日领事冈本转），声明１８９６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１９

０３年续约已于１９２６年十月第三次期满，展期磋商于本月二十日期满，依照七月七日宣

言作废，另订新约。

丁、国民政府会议议决合并北平国立各大学为中华大学，以李煜瀛为校长（编者按：此条应

为６﹐１９）。

７﹐２０（六，四）

甲、东北临时保安会成立，张学良为会长，袁金铠副之。

乙、张学良密晤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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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胶济路日军攻击投诚于革命军之顾震部。

丁、第一集团军第一期实行缩编，裁去三万余人。

戊、国府公布海陆空军平时战时抚恤条例及特准探采煤油矿暂行条例。

７﹐２１（六，五）

甲、驻日公使汪荣宝向日外部抗议奉天日本总领事阻张学良易帜，日方称此系忠告，并非干

涉内政。

乙、日本声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继续有效十年，如国民政府采用单方行动，日本当用适当手

段。

丙、上海全国反日大会开幕。

７﹐２２（六，六）

甲、烟台降军锺震国勾结张宗昌、方永昌叛变，复悬五色旗。

乙、冯玉祥电约阎锡山同赴南京。

丙、大学院通令各省区，制定推行义务教育计划。

７﹐２３（六，七）

甲、东三省临时保安委员会正副会长张学良袁金铠委翟文选为奉天省长，常荫槐为黑龙江省

长。

乙、蒋中正表示，如东北问题不能和平解决，将采军事行动。

７﹐２４（六，八）

甲、外交部接美国务卿凯洛格照会，赞成中国改约要求，即派美使为代表与中国代表谈判中

美间条约关系关税之规定及商业上各问题。

乙、红军朱德等占领湖南郴州（次日为国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所夺回），红军第二十九团胡

少海、龚楚部溃走宜章（后被湖南保安副司令胡凤章消灭，是役毛泽东称为【八月失败】）。

丙、国府派施肇基、王景岐、齐致为出席本届国际联盟大会代表。

丁、裁厘委员会暂行闭幕。

戊、国府公布土地征收法。

己、冯玉祥将鲁豫及陕甘部队分交鹿锺麟、刘郁芬整理。

７﹐２５（六，九）

甲、中美整理中美关税关系条约，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国公使马慕瑞在北平签字，承认中

国关税自主权（１９２９﹐１﹐２０起生效）。

乙、美国驻华舰队司令接华盛顿电令，将华北美军一千四百名立即撤退。

丙、日本陆相白川义则在阁议报告山东情形，谓山东日兵不惟不能撤退，且不能减少。

丁、张学良告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暂不与国民政府妥协。

戊、富美渔业公司总经理萧佩璘与日本渔业家在澳门订立组织亚细亚渔业公司合同，允与日

本人共同在闽粤沿海捕鱼，定期三十年。

己、蒋中正离平南下。

７﹐２６（六，一○）

甲、张学良表示愿对国民政府服从到底。

乙、上海日领事矢田离京回沪。

丙、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农民协会条例，及特种工会组织条例。

７﹐２７（六，一一）

甲、湖南平江浏阳驻军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第二团第三营营长黄公略受共产党滕代远

煽动哗变，称红军第五军（一作７﹐２１，７﹐３１走江西铜鼓修水，十一月与毛泽东朱德

会合于井冈山，编为红军第五军）。

乙、全国反日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议决全国反日会组织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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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国民政府公布刑事诉讼法及实行条例。

丁、南京巿政府定九月一日起禁娼妓卜巫星相。

７﹐２８（六，一二）

甲、张学良代表吕荣寰等到南京，表示愿立即服从中央，否认日本借款事。

乙、阎锡山、李宗仁、李济琛、戴传贤离平南下赴京。

丙、山东日军撤退五千七百名（留一万三千二百名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线）。

丁、外交部长王正廷覆美使修约照会，已特派伍朝枢为全权代表。

戊、各省商会联合会电南京，严拒日约展期。

己、蒋中正到南京。

７﹐２９（六，一三）

甲、胶济日军炮击周村。

乙、天津俄领事馆撤消。

丙、阎锡山因病自顺德折回太原，中止赴京（盛传平津晋军将撤回山西）。

７﹐３０（六，一四）

甲、美使答复外交部二十八日照会，声明二十四日照会中所提条约会议已因二十五日关税条

约之订立而办竣。

乙、美使照会外交部，要求交还被占领之美国领事馆及教堂（由上海美领事 EdwinS。
Cunningham送江苏交涉员）。

丙、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

丁、福建龙岩共产党王海萍、傅柏翠攻城，为陈国辉所败（王海萍任闽西暴动总指挥，张鼎

丞、邓子恢、傅柏翠为副指挥，并成立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十二月失败）。

戊、甘边回族及蒙古王公代表到上海请愿中央，将甘肃西部及宁夏特区等处设省。

７﹐３１（六，一五）

甲、外部再电驻日使馆，交涉奉天日本总领事干涉易帜事。

乙、日使芳泽谦吉覆外交部７﹐１９照会，据一八九六年条约第二十六条，否认废约，如中

国撤回废约主张，日本愿与商订新约，否则日本必将主张该约效力再延长十年，如中国实行

临时办法，日本将出于断然处置（８﹐７由南京日本领事冈本送交）。

丙、国府改定中华文化基金会章程，重任新董事。

丁、上海临时法院新院长何世桢接任（去年十月来之院长问题解决）。

７﹐－８﹐甲、共产党在豫鄂边区之光山、黄安、麻城成立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次

年续于豫皖间成立第三十二、三十三师）。

乙、共产党煽动四川江津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张清平师叛变，称四川红军第五路（旋溃败）。

８﹐１（六，一六）

甲、本日起全国举行追悼北伐阵亡将士三日，在南京追悼会中有人高呼打倒吴敬恒等口号。

乙、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开谈话会，定四日开预备会。

丙、张学良代表邢士廉、王树翰偕蒋中正代表方本仁离平出关。

丁、冯玉祥、李宗仁、李济琛、戴传贤到南京。

戊、西康及西藏代表向中央请愿改康藏为三省。

己、全国民用航空会在南京开会。

庚、共产党人之【文化批判】月刊出版。

８﹐２（六，一七）

甲、葡使毕安琪答复外交部七月十一日照会，不承认葡约失效，但愿开议新约。

乙、吴敬恒发表文字，反对陈公博出席五中全会，经亨颐等反对吴之主张。

丙、浙江共产党谋在诸暨杭州起事，事泄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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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六，一八）

甲、白崇禧进行肃清关内直鲁军，张学良请和平解决，令张宗昌、褚玉璞下野。

乙、东陵盗案发觉，主犯孙殿英军师长谭温江在北平被捕。

８﹐４（六，一九）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第一次预备会开会，蒋中正主席，推谭延闿等为提案审

查委员，邀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列席，并电约在上海之何香凝、王法勤、王乐平、陈树

人、陈公博、顾孟余、潘云超出席，蒋即亲往上海相邀（李煜瀛、张人杰、吴敬恒等反对）。

乙、日本专使林权助到奉天。

丙、外交部照会葡使定期开议新约，派外交部次长唐悦良为全权代表。

丁、西班牙答复废约照会。

戊、天津附近收编之张敬尧部叛变。

己、河南鹿锺麟率石友三、刘汝明、刘骥三军败樊锺秀于宝丰、郏县、叶县。

８﹐５（六，二○）

甲、蒋中正自上海回南京，发表劝党员团结文字。

乙、天津日兵在老车站刺伤邮差，并殴逐华人。

丙、阎锡山就太原政治分会主席职。

丁、湖北清乡会办陶钧率军进攻襄樊之岳维峻军。

８﹐６（六，二一）

甲、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咨保安委员会，任何对外协议，均须交该会通过。

乙、参加张作霖葬仪之日本代表林权助通知张学良，如东北保安自治，日愿派顾问助其开发

东北。

丙、日本参谋次长到青岛，召第三师团长安满及第六师团长福田会议。

丁、五中全会提案审查会开会，分党务与民众训练问题，党与政府之关系及权责，政治与军

事三组。

８﹐７（六，二二）

甲、五中全会第二次预备会定明日开大会，推谭延闿、蒋中正、于右任、丁惟汾、戴传贤为

大会主席团。

乙、第三集团军裁撤各军团总指挥及指挥。

丙、肃清关内直鲁军军事停止进行，待和平解决。

丁、罗马教皇令在华教士一律服从中国合法政府。

８﹐８（六，二三）

甲、第九军金汉鼎、第六军胡文斗再败毛泽东，收复莲花、宁冈（寻以胡文斗遇害，第六军

撤走，全部退永新，毛泽东留袁文才、王佐守井冈山，自赴湖南桂东，谋与朱德会合）。

乙、林权助访张学良，警告勿与国府合作，否则将发生重大事情。

丙、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大会在南京正式开会。到执行委员二十四

人、候补一人，监察委员八人、候补一人（粤方委员何香凝、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

云超均到，陈公博、顾孟余未到），暂定十八年一月一日为总理安葬日，并电孙夫人及海外

各委员先期回国。

丁、丹麦公使高夫曼到南京，商修约地点日期。

戊、中英宁案由外部司长徐谟与英总领事巴顿在上海谈判完毕。

８﹐９（六，二四）

甲、中英宁案协议由外交部长王正廷、英公使蓝浦生签字。

乙、张学良答访林权助，林再警告张勿与国府合作，否则如擅悬青天白日旗，日本已具强固

决心，取自由行动，即干涉内政，亦所不辞，张学良允考虑，一切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



- 625 -

丙、李煜瀛、张人杰因反对取消政治分会，及不满意于粤方委员，离南京赴上海，李济琛等

亦不到会。

８﹐１０（六，二五）

甲、交通部召集之全国交通会议在南京开幕（８﹐１８闭幕）。

乙、张学良派刘哲告林权助，东北易帜延期三个月。

８﹐１１（六，二六）

甲、蒋中正往上海劝张人杰、李煜瀛回南京，参与大会。

乙、五中全会上午第二次大会议决：（一）统一革命理论案，（

二）民众运动案，（三）革命青年培植救济案，（四）厉行以党治政、治军案。

丙、五中全会下午第三次大会议决：（一）训政时期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二）训政时

期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等案。

丁、甘肃回马廷贤等第三次围河州（约九万人）

。

８﹐１２（六，二七）

甲、东三省保安委员会通告奉天日本总领事，允三个月后易帜，奉、日局势渐缓（今日张学

良告林权助，从缓易帜）。

乙、哈尔滨发觉日人私运大批军火。

丙、王正廷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矢田接洽济案及修约事。

８﹐１３（六，二八）

甲、美公使马慕瑞过奉天赴朝鲜，与杨宇霆会晤，因之林权助决展缓一日离奉。

乙、内蒙国民党领袖郭道甫在黑龙江海拉尔起事，镇守使张明九被围，黑龙江督办万福麟前

往查办（此事件与俄日有关）。

丙、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因白崇禧之请，下令解散平津工会。

丁、蒋中正自上海回南京。

８﹐１４（六，二九）

甲、五中全会上午第四次大会：（一）推汪兆铭、谭延闿、蒋中正、胡汉民、甘乃光等四十

六人为政治会议委员，（二）各地政治分会限本年底一律取消，并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

命令、及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

乙、五中全会下午第五次大会：（一）十八年一月一日举行第三次全体代表大会，（二）依建

国大纲设立五院，（三）整顿军事，使军政军令及教育统一，军费不得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五

十，化兵为工等原则，由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李宗仁、杨树庄规划，（四）

统一财政，确定预算等案。

丙、外交部为修约事二次照会日使芳泽，仍主速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新约，希即简派全权

代表商议。

丁、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分晤英、美、法大使，主对华问题采取协同政策。

戊、中法宁案在上海开始谈判。

己、天津海关破获东陵盗出珍宝三十五箱。

８﹐１５（七，一）

甲、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次全体大会闭幕，并发表宣言。

乙、第二十一军长向成杰部（川军）被鲁涤平、何键缴械（李宗仁命令）。

丙、白崇禧调河北之第七、第十九军回武汉，南京亦有调兵入赣消息，盛传长江中部有军事

行动。

丁、国家主义青年团曾琦致书国民党，责一党专政。

８﹐１６（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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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中正离南京到上海。

乙、甘肃河州、凉州、西宁一带回乱及与国民军之惨戮真相外闻。

丙、大学院通过北平大学区施行办法。

８﹐１７（七，三）

甲、海拉尔事变严重，中东路断，张学良派兵往援。

乙、甘肃回马廷勷率回众三万余自平凉进攻平番。

丙、中德条约四条，由王正廷与德使卜尔熙在南京签字（１９２９﹐１﹐２１起生效）。

丁、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任罗家伦为校长（清华毕业同学会以罗之任命未经董

事会，表示不满）。

８﹐１８（七，四）

甲、红军朱德、王尔琢、龚楚（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自井冈山返湘南，本日占领湖南桂

东。

乙、蔡元培辞所任各职出京。

丙、天津党政军三方面会商结果，工会暂不解散。

８﹐１９（七，五）

甲、蒋中正在上海入医院，表示消极。

乙、吉（吉林）敦（敦化）铁路全路工竣（十月十日正式通车）。

丙、山东汶河、弥河水灾，溺毙一千余人。

丁、毛泽东率红军一团自井冈山到湘南桂东。

８﹐２０（七，六）

甲、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成立。

乙、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比代办纪佑穆开始中比修约谈判。

丙、北平将领白崇禧等电张学良，询是否负责整顿关内直鲁军。

８﹐２１（七，七）

甲、张学良电覆北平将领，褚玉璞部即陆续裁编。

乙、国府以刘骥继王正廷任陇海路督办。

８﹐２２（七，八）

甲、中央政治会议准李煜瀛辞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以张继继任，又改任福建省政府委员，

以杨树庄为主席。

乙、黑龙江督办万福麟回齐齐哈尔，海拉尔事变稍息。

８﹐２３（七，九）

甲、中央常务会议准蒋中正请假二星期，又议决各种特别法庭一律取消。

乙、红军朱德攻占湖南郴州（８﹐２８以国军范石生反攻，复退出，损失颇重）。

８﹐２４（七，一○）

甲、冯玉祥因甘肃回乱、陕西旧国民军二军反抗、及河南对樊锺秀战事，离南京返豫，并调

河北境内之韩复矩军回济南。

乙、张宗昌通电拥吴佩孚。

８﹐２５（七，一一）

甲、李济琛等会于浙江莫干山商时局。

乙、国府令废祀关岳。

８﹐２６（七，一二）

甲、湖北清乡会办陶钧肃清襄樊一带之岳维峻部。

乙、河南鹿锺麟电告石友三军占领南阳，樊锺秀部东溃。

８﹐２７（七，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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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湖南清乡会办何键赴衡阳，进剿朱德、毛泽东。

乙、第三军王均败第六军于江西樟树镇，第六军军长胡文斗在新喻为部下所杀，所部大部回

湘。

丙、中美宁案调查委员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会。

丁、非战公约（凯洛格公约）在巴黎签字，并照会中国参加。

戊、中日【新大明】轮案在沪公断。

８﹐２８（七，一四）

甲、济南日军换防，福田彦助第六师团开赴青岛返日，安满钦一第三师团开济南接防，以第

五旅团长锋头贺喜信为济南警备司令。

乙、张学良代表邢士廉到上海见蒋中正，报告东三省决服从国府，俟外交有办法即易帜。

丙、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搜查外交部之情报处，上海交涉员向领事团抗议。

丁、浙江反省院院长沈定一（玄庐）在萧山被刺死。

戊、红军朱德部因国军何键、范石生部反攻，退出湖南郴县，损失甚重（九月初，合毛泽东

部返回井冈山，行至江西崇义，营长袁崇全叛变，杀团长王尔琢）

。

８﹐２９（七，一五）

甲、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河北省政府移设北平，青海、西康、热河、察哈尔、绥远改省大致决

定（蒙人不满热、察、绥改省）。

乙、胡汉民由欧洲回国，在香港谈话建设新中国须彻底实施五权宪法，党员应团结一致，不

当攻击左派，政治分会无续存必要。

丙、浙江兰溪共产党被省防军击溃。

丁、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收编之旧直鲁军四师两旅因有勾结张宗昌、褚玉璞事情，被傅派兵

包围缴械。

戊、美公使照会外交部，邀请中国加入本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字之非战公约。

８﹐３０（七，一六）

甲、中央常务会议议决草拟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织法，结束一一二二惨案

特别法庭。

乙、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秘书周圣工等因共产党关系鎗决。

丙、湘赣剿匪进攻井冈山，不克，湘军退酃县。

８﹐３１（七，一七）

甲、国府会议通过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

乙、河南鹿锺麟军击败樊锺秀军，进向驻马店之岳维峻军，压迫岳氏向东移退。

丙、海拉尔蒙民向黑龙江当局要求悬青天白日旗，废王公都统左右厅，不允。

丁、芜湖反日会为禁菜子运日事，向交涉署请愿，被卫兵枪伤多人。

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９﹐１（七，一八）

甲、白崇禧部出动东征，以第三集团徐永昌统右翼军，沿平奉路进发；第四集团李品仙统左

翼军，由平榆大道前进；第一集团范熙绩统中央军；第二集团刘镇华统预备军（是日白访英

美法荷义日各公使，请津榆各国驻军，勿加妨碍）。

乙、第四集团军实行第一期缩编计划。

丙、安德鲁所领之美国探险队在蒙古掘得古物，拟运美，因北平文物维持会之要求，在张家

口被扣。

９﹐２（七，一九）

甲、蒋中正在上海发表【最近对党国之感想】一文，劝党内一致，词极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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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本日为国际青年纪念日，上海公共租界共产党结队示威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被

捕房拘捕二十余人。

丙、白崇禧由北平到天津，督师东征。

９﹐３（七，二○）

甲、北塘芦台宁河之直鲁军向唐山撤退，张学良向张宗昌作最后警告，并派兵入关，防其东

溃。

乙、胶东刘珍年投诚革命军，驱逐方永昌、锺震国，占领烟台（

张宗昌在胶东之活动计划失败）。

丙、胡汉民自欧洲到上海（陈铭枢自粤同行），即晤蒋中正、吴敬恒、张人杰（静江）、李煜

瀛等。

丁、中央常务会议拨华侨捐款一百五十万元，充修筑南京中正路（迎榇大道）。

戊、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到上海，上海税务商业各机关纷请将其罢职。

己、外人调查近四年直鲁壮丁因战乱减少一百八十余万，财产损失约二万万元。

９﹐４（七，二一）白崇禧因东征事访天津各国领事。

９﹐５（七，二二）

甲、中央政治会会议议决加入非战公约。

乙、中政会通过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改省，旧直隶口北道十县划归察哈尔省，

察省之丰镇、凉城、兴和、陶林、集宁归还绥远省。

丙、中政会通过禁烟法。

丁、中政会通过任崔廷献为天津特别巿巿长。

戊、反国民军之回军马廷贤等仍围攻河州，汉回死亡极众（已围攻四月余）。

９﹐６（七，二三）

甲、日军第十八联队自天津开青岛，驻胶济路沿线（福田第六师团已回日）。

乙、白崇禧在天津誓师，右翼徐永昌军过芦台。

９﹐７（七，二四）

甲、国府会议任命第五师师长熊式辉兼淞沪警备司令，第三师师长钱大钧兼江南剿匪司令，

第十师师长方鼎英兼江北剿匪司令。

乙、冯玉祥报告两次裁兵结果，第二集团原有一二三四六七九方面军共三十四师，缩编为十

二师，以韩复 、梁冠英等任师长（岳维峻、刘镇华部尚未编，另有暂编等师）。

丙、冯玉祥以鹿锺麟为豫鲁剿匪总司令，兼河南剿匪总指挥（对樊锺秀、岳维峻），孙良诚

为山东剿匪总指挥（对张宗昌旧部），刘郁芬为陕甘剿匪总司令，宋哲元为陕西剿匪总指挥

（对旧国民二军李云龙等），孙连仲为甘肃剿匪总指挥（对马廷勷、马廷贤）。

９﹐８（七，二五）

甲、阎锡山组织第三集团军整理委员会，以商震、徐永昌等为委员，分三期裁兵。

乙、右路军（即白崇禧所率东征军）左翼李品仙、魏益三部占丰润。

丙、国民政府决定加入非战公约。

９﹐９（七，二六）

甲、北平去年搜查俄使馆所捕十五俄人释放。

乙、岳维峻因受冯玉祥压迫，率部自河南汝南东走皖北。

丙、林权助通知张学良，如能保证东北现状不变，日本不反对其与南京妥协。

９﹐１０（七，二七）

甲、胡汉民在上海谈话，谓【分治合作】（李煜瀛所倡）应正名为【分工合作】。

乙、右路军右翼徐永昌部占领唐山。

丙、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张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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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英法日三使共同发表声明书，抗议各地扣留盐税，致担保债款根本动摇，声明准备执行

强制措置。

戊、日军控制下之济南及胶济路附近盗匪横行，章邱为张明九所陷，肆行屠杀，中国军队因

日军妨阻，不能进剿。

己、呼（呼兰）海（海伦）铁路工竣（十月一日通车）。

９﹐１１（七，二八）

甲、右路军中央范熙绩，右翼徐永昌占开平、古冶，白崇禧设指挥部于唐山。

乙、冯玉祥到洛阳，往陕西巡视。

９﹐１２（七，二九）

甲、中央政治会议定十月一日起实行关税等差税率。

乙、第三集团军缩编步兵为十二师，以李培基、孙楚等为师长，并令商震等实行取消军团部

总副指挥等名称。

丙、蒙古王公二十余人联名宣言，拥护共和。

丁、北平国立九校学生议决定期向北平当局请愿读书。

９﹐１３（七，三○）

甲、外交部照会美代办转美政府，中国正式加入非战公约。

乙、右路军（东征军）占领滦州，直鲁军东退，向驻守昌黎之奉军猛攻。

丙、军事委员会任第一师师长刘峙为徐海剿匪司令（蒋鼎文第九师归节制），另以顾祝同第

二师驻蚌埠，朱绍良第八师（前第四十军）驻合肥，曹万顺第十一师驻芜湖。

丁、冯玉祥电告豫南岳维峻部不服改编，开向皖北（鹿锺麟率军追击）。

戊、报差、邮差停送北平日人之【顺天时报】。

己、红军朱德、毛泽东败独立第七师刘士毅旅，占领江西遂川。

９﹐１４（八，一）

甲、张学良电所部，不欲使东三省为山东第二。

乙、昌黎奉军胡毓坤部为直鲁军所困，张宗昌通电回师奉天，张学良急派杨宇霆、于学忠率

师入关应援。

丙、冯玉祥到西安。

丁、国府议决没收倪嗣冲之安徽宣城益华煤矿公司及定远普益林垦公司。

９﹐１５（八，二）胡汉民在上海发表五院制说明书。

９﹐１６（八，三）

甲、杨宇霆由榆关赴北戴河，主持对张宗昌之战事。

乙、外蒙政府否认援助海拉尔之郭道甫军，谓彼此旗色不同。

丙、湘黔两省会商夹攻湘西之红军贺龙。

丁、张学良组织裁兵委员会。

戊、冯玉祥通电为陕甘乞赈。

己、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发起于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北平追悼黎元洪。

庚、上海附近大风雨，巿内水深数尺。

９﹐１７（八，四）

甲、国民政府明令改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西康为省。

乙、日本代表内田康哉与英外相商对华相互提携政策。

丙、鲁豫陕甘及北平举行冯玉祥五原誓师纪念大会。

丁、济南张鲁泉等得日方之助，接收维持会，发生风潮。

９﹐１８（八，五）

甲、蒋中正、胡汉民、李济琛、李煜瀛、李宗仁等在上海商定改组国府，设立五院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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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即返南京。

乙、杨宇霆、白崇禧晤于滦州，商解决直鲁军事宜。

丙、张学良以孙传芳任东三省屯垦委员长。

丁、外交部司长周龙光与上海日总领事矢田商中日交涉进行步骤。

９﹐１９（八，六）

甲、张宗昌、褚玉璞部为奉军所败，张、褚晤杨宇霆于安山，商定收编办法，褚赴奉，张走

大连。

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任孙连仲、林竞、马骥、黎丹、郭立志为青海省政府委员，指定孙为

主席，林兼民政，郭兼财政，马兼建设厅长。

丙、中政会通过改中华大学为北平大学及北平大学区组织条例。

丁、日本政府令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与各国共同设法阻止中国片面增加关税之措施。

戊、胡汉民、王宠惠、李济琛、李煜瀛等到南京。

９﹐２０（八，七）

甲、胡汉民、戴传贤、王宠惠讨论五院组织法。

乙、中央常务会议加推胡汉民、孙科为常务委员。

丙、中常会议决凡中央执监委员均为政治会议委员，候补者得列席。

丁、直鲁军残部解决，除由奉军缴械者外，许琨、王栋等部均归降于白崇禧。

戊、湘西桑植红军贺龙部被击败。

己、南京汉西门第二集团军火药炸裂，死伤数十人。

９﹐２１（八，八）

甲、四川各军首领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会于资中，磋商川事，杨森、赖心辉、李

家钰等未被邀参加。

乙、安福系吴光新、曾毓隽等因张宗昌、褚玉璞部消灭，夺取奉天之计划失败，离沈阳回大

连。

丙、全国财政预算委员会开会，宋子文报告每月收入计五百万元，支出须九百万元。

丁、于右任呈请辞职。

戊、改中华大学为北平大学，以李煜瀛为校长，李书华为副校长。

９﹐２２（八，九）

甲、白崇禧电张学良要求奉军出关，放回所扣平汉、平绥、津浦、陇海车辆及机车。

乙、易纨士在上海得财政部正式委任为代理总税务司，回北平，财部另委上海税务司梅乐和

为副总税务司。

丙、孙科自美国到上海，谓建设借款，已与美国实业界接洽。

丁、捷克通商条约大致已在南京议妥。

９﹐２３（八，一○）白崇禧将收编之直鲁军许琨等部在滦州、开平、古冶、胥各庄等处分

别缴械，关内完全肃清。

９﹐２４（八，一一）

甲、海拉尔自治军首领郭道甫通电，张学良已允海拉尔自治，一切和平解决，解除兵权。

乙、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奏【最近支那关系诸问题】，并训示奉天总领事解决满洲问题方针。

丙、总司令部没收之中兴煤矿公司发还，逆股充公，商股维持。

丁、广州旧法领事署收回。

９﹐２５（八，一二）

甲、白崇禧、杨宇霆在昌黎会晤，滦河以东易帜。

乙、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自大同回北平。

丙、降军改编之寇英杰部在泰安徐州蚌埠被缴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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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６（八，一三）

甲、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中正、孙科、胡汉民、谭延闿、李济琛、何应钦、李烈钧、王宠惠，

会同原提案人戴传贤、张人杰、李煜瀛、王世杰等审查国民政府及五院组织法。

乙、甘肃河州一带回乱渐平，甘肃剿匪总指挥孙连仲进攻凉州。

丙、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回抵江西井冈山。

９﹐２７（八，一四）

甲、中央常务会议决定将总理孙中山安葬期改至十八年三月十二日。

乙、王正廷报告丹麦公使已奉丹政府命令任修约全权代表，古巴外交部来文正式承认国府。

丙、派驻美公使施肇基为签字加入非战公约全权代表。

丁、张群代表蒋中正到日本观操。

戊、白崇禧以关内肃清，辞代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及右路军总指挥职务，并请班师回汉。

己、第三军李文彬师败红军，收复江西永新宁冈。

９﹐２８（八，一五）山东章邱一带民团进攻占据章邱之土匪张明九，失败，张匪肆行焚杀。

９﹐２９（八，一六）

甲、白崇禧派代表邀张学良入关相会，张以病辞。

乙、外交部宣称明年一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

９﹐３０（八，一七）

甲、孙连仲攻克凉州，马廷勷逃，甘肃回乱渐平（外人调查此次甘乱，汉回死二十万人以上，

历时六月余）。

乙、海拉尔自治军首领郭道甫到奉天（张学良任郭为保安总司令部秘书）。

１０﹐１（八，一八）

甲、中法宁案以换文解决（１０﹐１６？）。

乙、中华航空协进会成立。

丙、北平邮工因反对副局长罢工，邮务长允令副局长去职，当日复工。

丁、第三军李文彬师自江西永新宁冈开赴吉安缩编，红军毛泽东、朱德乘第五师第十三旅周

浑元接防之际，再度攻占宁冈（此时驻湖南桂东阎仲儒旅约一百余人叛投红军，编为特务营，

毕占云任营长）。

１０﹐２（八，一九）

甲、国府会议议决各集团军缩编后以师为单位，不冠集团军名义，任命刘峙、顾祝同、钱大

钧、缪培南、熊式辉、陈焯、王均、朱绍良、蒋鼎文、方鼎英、曹万顺、金汉鼎、夏斗寅（以

上第一集团军）、张定璠、夏威、胡宗铎、陶钧、鲁涤平、何键（以上第四集团军已编毕者）、

韩复矩、梁冠英、吉鸿昌、冯治安、石友三、童玉振、程希贤、张维玺、宋哲元、刘汝明、

佟麟阁、孙连仲（以上第二集团军已编毕者）、李培基、孙楚、徐永昌、杨效欧、李生达、

王靖国、李服膺、赵承绶、关福安、张会诏、张荫梧、傅作义（以上第三集团军）为第一至

第四十三师师长。

乙、国府任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为俄国部分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

丙、国府派伍朝枢、王世杰、李锦纶为海牙公断院公断员。

丁、河北省政府电请驻河北各军出境。

戊、樊锺秀军入皖北蒙城一带（樊赴南京往上海）。

己、浙江省政府设立安置退伍兵委员会。

庚、上海邮务职工罢工，向交通部提出十六条要求。

１０﹐３（八，二○）

甲、中央常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六项。

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即日由中央常务会议议决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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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中政会推蒋中正、胡汉民、谭延闿、孙科、戴传贤、李煜瀛、张人杰、蔡元培、李济琛、

吴敬恒为五院组织法起草委员，法制局长王世杰列席参与。

丁、中政会通过以蒋梦麟继蔡元培为大学院长（大学院方定改为教育部）。

戊、上海邮务工潮扩大，南京、北平、天津等处邮局职工纷起响应，提出条件，准备罢工。

１０﹐４（八，二一）

甲、中央党部电令各级党部整饬党纪，禁止擅布主张，挑拨离间。

乙、张群自日回国（已晤日相田中，中止观操）

。

１０﹐５（八，二二）

甲、国民政府会议通过财政部所提十七年金融短期公债条例（债额三千万元，周息八厘）。

乙、上海中央银行成立。

丙、全国机器总工会在广州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１０﹐６（八，二三）

甲、国府下令社会教育经费应占全国教育经费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乙、北京公使团讨论列国共同投资满蒙问题。

丙、冯玉祥离西安东下。

丁、上海邮工复工。

１０﹐７（八，二四）

甲、白崇禧、杨宇霆再会于滦州商军事善后、交还车辆、关外易帜及解决热河等问题。

乙、宋子文与上海日本总领事矢田会谈关税问题。

丙、内政部电苏浙皖省政府，限十二月底将户口调查事完全办毕。

１０﹐８（八，二五）

甲、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任蒋中正、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传贤、王宠惠、冯玉祥、孙

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琛、林森、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

蒋任主席，谭为行政院长，胡为立法院长，王为司法院长，戴为考试院长，蔡为监察院长。

乙、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修正通过国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三院组织法（明日公布）。

丙、中义宁案以换文解决，义使并声明愿以平等及互尊主权为原则，开始商议新约。

丁、溥仪之代表郑孝胥到东京（留十余日）。

１０﹐９（八，二六）

甲、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决定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委员与易帜同时举行。

乙、吉长路兼吉敦路局长赵镇向南满铁路会社进行两路新借款，满铁社提出以吉敦路延长至

会宁为交换条件，吉林人民反对。

丙、王正廷照会法代办请修订条约，法代办允经双方同意修改。

丁、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布上海人口共二百七十一万七千余人（内外侨四万七千七百六十一

人），在全世界大都市人口统计上可占第六位。

１０﹐１０（八，二七）

甲、吉敦铁路通车。

乙、新任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宣誓就职。

丙、因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各地举行盛大之国庆祝典。

１０﹐１１（八，二八）

甲、北平消息，本年日本已有一百六十六团体，六千一百八十人赴北满洲视察。

乙、第四集团军第十二路总指挥李品仙所属叶琪第十二军由津东班师回武汉。

丙、外交部与美英法日德义各国开始商谈互升公使为大使问题（

各国多主从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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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中央常会议决改国民政府之英文译名【NationalistGovernment】为【NationalGovernment】。
１０﹐１２（八，二九）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民政府考试院及监察院组织法。

乙、中政会通过任蒋作宾为驻德公使，高鲁为驻法公使。

丙、中政会通过以宋子文为中央银行总裁。

丁、中政会通过任赵戴文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任徐永昌为绥远省政府主席。

戊、中政会通过共产党人自首法。

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邮务工友书（为罢工事）。

庚、河北省政府自天津移设北平。

辛、白崇禧派叶琪往奉天晤张学良。

１０﹐１３（九，一）

甲、山东日军决解除战时编制，调六千名回国，仍留五千名。

乙、冯玉祥由豫到南京，李宗仁自南京回汉口。

丙、中央常务会议讨论上海邮务罢工事件，通过在政府机关公用事业服务之员工，绝对不许

罢工之原则。

丁、全国商会代表大会在上海开会。

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在河南安阳发掘殷墟。

１０﹐１４（九，二）

甲、公使团会议中国关税自主问题。

乙、吉林哈尔滨等处公团纷起反对吉会路交涉。

丙、王正廷覆美公使，所有美国领事馆教堂均已于１０﹐１０前交还。

丁、毛泽东在江西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１０﹐１６开会）。

１０﹐１５（九，三）

甲、中央常务会议加推谭延闿会同胡汉民、戴传贤处理秘书处日常事务。

乙、交通部发表改订邮务职工待遇章程。

丙、国术馆在南京举行国术考试。

丁、德国飞机到上海。

１０﹐１６（九，四）国民政府改组后第一次国务会议议决公布中政会交来各案，又通令全

国政务官不准兼薪，事务官不准兼职，违者以舞弊论，永不任用。

１０﹐１７（九，五）

甲、中政会通过划甘肃旧西宁道属各县入青海省，以西宁为青海省治，划甘肃旧宁夏道属各

县与阿拉善及额济纳两旗合为宁夏省，以宁夏为省治。

乙、中政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对于全国工会及工友之告诫书】，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

丙、中政会通过任李锦纶为驻墨西哥公使。

丁、义公使华雷自北平到南京议修约，日使芳泽回国。

戊、毛泽东召开之湘赣边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选举谭震林、朱德、陈毅、袁文才、毛泽东、王佐、杨开

明等十九人为特别委员会委员，谭为书记（１０﹐５？）。

１０﹐１８（九，六）

甲、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任张继为国民政府委员，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林森为立法院副院

长，张继为司法院副院长，陈果夫为监察院副院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长，李济琛为参谋

部长，何应钦为训练总监部总监。

乙、上海日本总领事矢田到南京见蒋主席，表示奉日政府训令全权办理中日交涉。

１０﹐１９（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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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任阎锡山、王正廷、冯玉祥、宋子文、易培基、孔祥熙、蒋

梦麟、王伯群、孙科、薛笃弼为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农矿、工商、教育、交通、铁道、

卫生部长，古应芬为国民政府文官长，又通过铁道部组织条例（大学院改为教育部）。

乙、国务会议通过孙科提议聘杨欧文、福特、哈勃、塞利曼、精奇、为名誉经济顾问。

丙、王正廷、周龙光与上海日本总领事矢田、南京领事冈本在南京开始谈判中日悬案。

丁、上海本日起复行检查报纸新闻。

戊、李烈钧请辞本兼各职。

１０﹐２０（九，八）

甲、外交部照会各国进行撤消领事裁判权交涉。

乙、葡政府训令葡使，中葡修约不得涉及澳门问题。

丙、天津公安局奉中央密令拘捕长芦盐商四纲总。

丁、晋西临县及绥远包头发生鼠疫。

１０﹐２１（九，九）

甲、南京附近溧阳县城为大刀会匪攻破，即收复。

乙、奉天放还第一批车辆，机车十个，客货车二百辆。

丙、在张家口被扣之安德斯古物解决。

１０﹐２２（九，一○）

甲、日本议员团访国府主席蒋中正。

乙、日本航空株式会社试行上海大阪间航线。

丙、山东章邱土匪张明九等焚毁七十余村。

丁、中国合作学社成立。

１０﹐２３（九，一一）

甲、中日济案谈判，争辩甚烈。

乙、国务会议任赵戴文为内政次长兼代部长。

丙、蒙古国民革命党大会决议限制喇嘛庙之经济发展，没收反革命党员之财产。

１０﹐２４（九，一二）

甲、中政会通过任何成浚为国民政府参军长，门致中为宁夏省政府主席。

乙、中政会定立法院人选标准。

丙、军事委员会办理结束。

丁、第七师李文彬旅击败红军毛泽东、朱德、陈毅，收复江西遂川。

１０﹐２５（九，一三）

甲、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及十部长就职。

乙、中央常务会议（一）通过政治会议暂行条例，（二）决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大纲，十二月底截止党员登记，（三）通过特种登记及防止共产党连坐法案。

丙、陈铭枢等到天津晤白崇禧，本日同赴北平，陈携胡汉民、谭延闿劝白赴新疆函。

丁、延吉代表谒张学良，请拒绝日人对吉会路要求。

戊、王正廷与日领事矢田宣称中日济南、南京、汉口事件已获致暂时解决协议。

１０﹐２６（九，一四）

甲、东三省路权保持会成立。

乙、国民政府发表训政时期施政宣言，述政治经济教育之实际建设。

丙、国府明令整顿田赋。

１０﹐２７（九，一五）日本向奉天提出三项要求：（一）完成五路，先造吉会路，（二）商

租权，（三）以实行中日杂居为取消领事裁判权条件。

１０﹐２８（九，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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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民政府再电张学良，以后东三省外交事件移交中央办理。

乙、奉天军政会议，各军汰弱留强，裁兵十万垦殖实边。

丙、黑龙江省公署公布垦荒实边章程（铁骊、索伦等十九县）。

１０﹐２９（九，一七）吉林人民团体组织全省路政自主会，力争奉天中日之路政交涉。

１０﹐３０（九，一八）

甲、国府行政院第一次会议。

乙、日本续派亚细亚局长有田、济南总领事西田来上海进行中日交涉二次谈判。

丙、驻美公使施肇基与美助理国务卿约翰逊谈中美修约问题（伍朝枢与美远东科长 S。K。
Hornbeck亦在非正式交换中美修约意见）。

丁、中义宁案损失赔偿解决。

戊、荷使欧登科到南京商修约。

１０﹐３１（九，一九）

甲、中政会通过：（一）任王用实、王世杰、宋美龄、邵元冲、马寅初、周览、傅秉常、焦

易堂、郑毓秀等四十八人为立法院委员。（二）组织四川省政府，任刘文辉、邓锡侯、刘湘、

田颂尧、杨森等十三人为委员，以刘文辉为主席。（三）组织四川裁兵委员会，以刘湘为委

员长，邓锡侯、刘存厚副之。（四）任金树仁、王致和、刘文龙等八人为新疆省政府委员，

以金为主席。（五）任张人杰、朱家骅、钱永铭、黄郛、蒋伯诚、陈其采、周骏彦等为浙江

省政府委员，以张人杰为主席。（六）任命钮永建、叶楚伧、缪斌、钱大钧、陈辉德、张寿

镛、王柏龄、顾祝同等为江苏省政府委员，仍以钮永建为主席。

乙、国府司法院正副院长王宠惠、张继及国府文官长古应芬、参军长何成浚等就职。

丙、白崇禧函胡汉民、谭延闿等愿赴新疆，并提出计划。

丁、国府发布治川纲要十条。

戊、湘赣两省准备第三次进剿红军毛泽东、朱德，何键为指挥官。

１１﹐１（九，二○）

甲、日本东方拓殖会社向美国花旗银行借款一千九百万美金，以半数用于朝鲜、满洲各地。

乙、中央常务会议推蒋中正等十一人组织党务审查委员会，派李煜瀛、张继考察北方党务，

通过补行登记手续条例，警告南京特别巿党部切实指导所属区党部不得再有违背中央决议之

集会。

丙、国货展览会在上海开幕。

丁、全国禁烟会议在南京开幕，蒋中正主席宣称决彻底禁烟。

戊、察哈尔省政府成立，代理主席杨爱源就职。

己、中央银行总行在上海成立，总裁宋子文、副总裁陈行就职。

１１﹐２（九，二一）

甲、南京特别巿党部全体指导委员向中央总辞职，抗议特种登记，及指派第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

乙、国务会议公布国旗国徽法，铁道部组织法，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立法院议事规则。

１１﹐３（九，二二）

甲、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长有田、济南领事西田离南京，首都反日会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

对日交涉勿让步，须在华日兵完全撤退后方开始谈判。

乙、东三省计划裁兵屯垦办法，三年内停征赋税，并给予土地所有权。

１１﹐４（九，二三）

甲、山东日侨大会反对在济案解决前撤兵。

乙、奉军省议会通电争路权。

１１﹐５（九，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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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央组织部预算全国党费每年达三千万元以上。

乙、北平失业官吏由河北赈灾会遣送南下，共三千六百余人。

丙、中共满洲省委会发表东三省自主宣言，抵制日货，收回旅大、南满铁路，驱逐日本军阀，

打倒奉系及国民党卖国外交。

１１﹐６（九，二五）

甲、国府任命朱培德、鲁涤平为湘赣剿匪总副指挥。

乙、国府下清除盗匪、荐举贤能、奖励造林三令。

丙、全国禁烟会议请中央查办陈调元运土，并调验杨树庄、赵丕廉有无吸烟。

丁、蒋中正向南京特别巿党部指导委员说明中央意旨。

戊、毛泽东在江西宁冈改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朱德、谭震林等五人为委员，毛为书记。

１１﹐７（九，二六）

甲、吉林省制止学界及沿边民众自决易帜运动。

乙、中政会通过（一）司法院之司法行政署改为司法行政部，司法审判处为行政法院。（二）

任魏道明为司法行政部长，林翔为最高法院院长。

丙、参谋总长李济琛，训练总监何应钦就职。

１１﹐８（九，二七）

甲、中常会议决：（一）不准南京特别巿党务指导员辞职，（二）派吴铁城代表中央执行委员

会会同林森、郑洪年往北平迎总理灵榇南下安葬。

乙、蒋中正由津浦路出发检阅改编后第一集团军各师。

丙、上海日总领事矢田二次赴京，因形势不佳，即回上海。

丁、中日【新大明】轮案公断书发表，日方不服。

戊、财政部发行长期金融公债四千五百万元。

１１﹐９（九，二八）

甲、国务会议（一）任冯玉祥、许世英等为豫甘陕赈灾委员会委员。（二）任命各部次长（外

交朱兆莘、唐悦良，交通李仲公、韦以黻，农矿麦焕章、曾养甫，工商郑洪年、穆湘玥，卫

生刘瑞恒）。（

三）任命曹浩森为军政部陆军署长，熊斌为航空署长，俞飞鹏为军需署长，张群为兵工署长，

刘汝贤、葛敬恩为参谋次长，周亚卫、贺耀组为训练副监。

乙、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张继就职。

丙、哈尔滨民众因力争路权，游行示威，警察强加干涉，民众受伤者百六十余人。

丁、红军毛泽东、朱德败第五师周浑元旅一团于江西宁冈龙源口。

１１﹐１０（九，二九）

甲、军事委员会结束。

乙、全国禁烟会闭幕。

丙、广州当局枪决包运日货之【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职员二人。

丁、红军朱德、毛泽东再占江西永新（时红军据有宁冈全县及永新、遂川、酃县之一部，毛

寻赴各地视察苏维埃进展情形，１１﹐２５回井冈山）。

１１﹐１１（九，三○）

甲、广州第八路军总指挥部航空处长张惠长驾【广州】号飞机到汉口（六小时）试行环飞全

国。

乙、广州政治分会公布惩办械斗条例。

丙、李宗仁在汉口表示不就军事参议院院长。

丁、吉林学生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代商店悬挂，军警劝令稍待。

１１﹐１２（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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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挪关税条约由王正廷与挪威代表欧勒在南京签字（１９２９﹐３﹐１起生效）。

乙、平奉路战后第一次通车。

丙、东北当局任张景惠为东省特区长官。

丁、全国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

１１﹐１４（一○，三）

甲、中政会通过（一）惩治绑匪条例，（二）卫生部组织法，（

三）任蒋作宾兼驻奥公使。

乙、中美中德无线电合同由建设委员会主席张人杰签字。

丙、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召开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决【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

选举军事委员会委员二十三人，朱德为书记。

１１﹐１５（一○，四）

甲、南京特别巿党部所属各区党部代表请中央取消指派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特种登记案，并

致函胡汉民质问（何香凝亦曾电请取销）。

乙、财政部令总税务司易纨士将各项库券公债还本付息款项拨存中央及中国、交通三银行。

丙、张惠长驾【广州】号飞机自汉口到南京（四小时）。

丁、中央常会加推赵戴文、蒋梦麟为政治会议委员。

戊、湘南匪陷永兴。

１１﹐１６（一○，五）

甲、国府改任鲁涤平为湘赣剿匪总指挥，何键、金汉鼎为副指挥，进剿朱德、毛泽东。

乙、张学良、韩麟春、杨宇霆通电报告裁兵会议结果，废军团部、军部、师部，将东三省军

队缩编为步兵十五旅，骑兵二旅，共裁去二十余万人，留编十五万。

丙、中常会议决（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在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举行（原定一月一日），

代表选举法另定之。（二）修正补行登记手续条例。（三）严申党纪，各级党部不得攻击中央

委员个人。

丁、财政部发表对外宣言，声明盐务稽核所权限可仍征盐税，但除偿还借款应需款项外，不

再负任何款项责任。

戊、【新大明】案公断结果，由日轮【第二厚田】丸负责赔偿新大明损失二十六万三千元。

１１﹐１７（一○，六）

甲、中央党部召集苏浙皖京沪党务指导委员，说明中央意旨。

乙、第四十三军长李燊自鄂西攻黔，与周西成军开战，国府电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

丙、南京各界欢迎长途飞行家张惠长等。

１１﹐１８（一○，七）

甲、上海日总领事矢田三次到京，谈判济案及关税问题。

乙、国际劳工局长杜玛到北平。

丙、奉军炮兵司令邹作华率遣散兵万余往兴安岭屯垦。

１１﹐１９（一○，八）

甲、英法日三国发表关于盐务声明书，否认１１﹐１６财部所声明之办法，反对变更善后借

款办法。

乙、白崇禧发表整理新疆国防及防制俄人南侵意见。

丙、第四集团军发表第三期缩编令，以李品仙、叶琪、廖磊、王泽民任该集团军第八至第十

一师长。

１１﹐２０（一○，九）

甲、张惠长驾【广州】号飞机自南京到北平，受热烈欢迎。

乙、李济琛、陈铭枢等自南京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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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主持第一集团军北方军队编遣事宜之吴忠信与方振武、徐源泉、郑俊彦商定各该部编遣

办法。

丁、国府再电制止贵州战事，令李燊回原防。

戊、中央党部召集苏浙皖京沪省巿党部委员训话，解释１０﹐２５决议案。

１１﹐２１（一○，一○）

甲、财政部长宋子文与上海日总领事矢田在京商关税问题，日仍反对中国关税自主，并要求

切实整理日本部分之无担保外债。

乙、中政会通过（一）以陈铭枢继李济琛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二）以杨爱源继赵戴文任察哈尔主席，（三）废江宁县，扩大南京特别巿（因江宁人民反对

未果）。

１１﹐２２（一○，一一）

甲、中比友好通商条约及附件由王正廷与比代办纪佑穆在南京签字（１９２９﹐２﹐２８起

生效）。

乙、美国务卿凯洛格与英大使 E。Howard商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

丙、王正廷与日本领事矢田再度在上海谈判，王主山东日军全撤，宁案、汉案、济案及修约

同时解决。

丁、【江安】轮自汉口输运大宗烟土到上海，拒警察检查，与警备司令部侦查队冲突，警察

被捕，公安局长戴石浮电京报告军人武装运烟，请查究严办（此案与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有

关）。

戊、各地举行【一一二二】惨案周年纪念（意在打击西山会议派）。

１１﹐２３（一○，一二）

甲、改任何键、王均为湘赣剿匪总副指挥，准备第四次进剿井冈山。

乙、驻平军方振武部吴杰军（直鲁军旧部）因缩编怨望，哗变南窜。

丙、国府明令优恤伤亡将士。

丁、行政院议决废除阴历。

１１﹐２４（一○，一三）

甲、中墨条约本年内期满，驻墨公使李锦纶电请墨政府修订新约。

乙、上海烟土案市政府公安局长戴石浮与警备司令熊式辉互讦对方包庇（警备司令部禁载公

安局方面所发新闻）。

丙、程潜获释，自汉到沪。

１１﹐２５（一○，一四）

甲、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议决延长五路发行债票，由华人承募，绝不借外债。

乙、南满铁道会社大规模扩充大连港，实行大连港集中主义。

丙、冯玉祥改编河南民团为人民自卫团，任韩多峰为总团长，取消军师旅名号，悉编为队。

丁、毛泽东自江西井冈山致书中共中央，论【井冈山的斗争】。

１１﹐２６（一○，一五）

甲、天津反日会因日货登记期满，实行检查日货，拘捕商人五名，日货商号二百余家同盟罢

巿。

乙、中日谈判复停顿，矢田自南京回上海。

丙、蒋中正自津浦路转皖南检阅军队。

丁、张惠长等驾【广州】号飞机到奉天，受热烈欢迎。

戊、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对上海烟土案，请国府派员调查严办。

１１﹐２７（一○，一六）

甲、外交委员会请国府任伍朝枢为驻美公使，调施肇基为驻英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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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行政院会议：（一）派驻比公使王景岐兼充国际联盟禁烟顾问委员会委员。（二）任陈绍

宽为军政部海军署长。（三）命教育部筹设国史馆，接收北平国史馆，清理革命史料。

丙、中义友好通商条约由王正廷与义使华雷在南京签字（１９２９﹐５﹐１起生效）。

１１﹐２８（一○，一七）

甲、中政会议决：（一）通过行政院各部会组织法。（二）撤除程潜监视，免予查办。（三）

令北平政治分会筹印故宫博物院所藏【

筹办夷务始末】。

乙、国际劳工局长杜玛到南京。

丙、陈公博、王法勤、王乐平等在上海成立国民党各省巿海外党务改组同志会，拥汪兆铭为

领袖，倡导恢复１９２４年国民党改组精神。

丁、上海反日会及商联会反对日本东方拓殖公司向美国借款侵略满蒙，请国府向美政府抗议。

１１﹐２９（一○，一八）

甲、前北京大学学生反对并入北平大学，捣毁北平大学校长李煜瀛副校长李书华之办公室。

乙、上海烟土案国府派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司法行政部长魏道明等往查。

丙、中央常会议决：（一）查禁国家主义派分发印刷品。（二）拟订编辑革命史及设立历史博

物馆办法。

１１﹐３０（一○，一九）

甲、日政府训令矢田，不允明示撤兵日期，否则中止济案交涉（

惟中日关税交涉已有进展）。

乙、王正廷与法使玛泰尔在南京开始中法修约谈判。

丙、张学良任命王以哲等十七人为旅长，邹作华、吴泰来、牛元峰为炮兵、骑兵、辎重兵监。

１１﹐？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邓小平率红军（约八百人）到江西井冈山，与朱德、毛

泽东会合。

１２﹐１（一○，二○）

甲、北平大学校长李煜瀛派员武装接收北京大学未成。

乙、吉林当局惩办哈尔滨枪伤学生案之负责人。

丙、蒙古代表团到南京。

丁、上海公安局长戴石浮因１１﹐２烟土案，奉国府令停职，赴京候讯，舆论不满。

戊、陕西省政府通电主对日严重交涉，撤退济南日军，否则先与断绝国交（甘肃、江苏省政

府相继响应）。

己、天津日货商号复业，反日会准许补行登记。

庚、张惠长等驾【广州】号飞机自奉天到天津。

辛、陈庆云驾【珠江】号自广州北飞。

壬、蒋中正自安庆回南京。

癸、湘赣剿匪军二十七个团准备大举进剿井冈山（分五路，由李文彬、张兴仁、刘建绪、吴

尚、王捷俊任司令）。

１２﹐２（一○，二一）奉天会议讨论奉日铁路交涉，除吉会路因非现在签字不能阻止外，

余四路绝不退让。

１２﹐３（一○，二二）

甲、国府公布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筹备会简章，以何应钦为筹备主任。

乙、国际劳工局长杜玛由上海赴日本。

丙、上海巿长张定璠为公安局长戴石浮停职，致电中央请连带停职，以明责任。

１２﹐４（一○，二三）

甲、行政院议决制止北平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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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阎锡山离平南下，以商震代理平津卫戍总司令。

丙、第一、第二集团军由鹿锺麟、刘峙指挥，分由豫东皖北进攻蒙城涡阳之樊锺秀军。

丁、【广州】号飞机由天津到上海。

１２﹐５（一○，二四）

甲、国民政府立法院正副院长胡汉民、林森及委员就职。

乙、中央政治会议认中比、中义及中挪三条约（一）取消领事裁判权不彻底，（二）内地杂

居及土地购买于我方不利，交外交委员会审查。

丙、中政会通过（一）定民国二十年在南京开中华民国建国纪念博览会。（二）指定蔡元培

等审查设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案。

丁、奉天当局逮捕办理对日交涉之陶尚铭，赵欣伯等走大连。

戊、教育部诰诫北京大学学生。

己、国府裁撤中央处理逆产委员会。

１２﹐６（一○，二五）

甲、宋子文、矢田之中日关税谈判已成立草案，传西原借款日方已获得原则上之承认。

乙、中央大学学生为对日交涉向政府请愿。

丙、禁烟委员会对上海之烟土案，决请国府严办。

丁、第四集团军增编第十二、十三两师，以程汝怀、张义纯为师长（原定该集团编六师，至

是已扩至十三师）。

１２﹐７（一○，二六）

甲、国府公布海关进口税税则，定明年二月一日施行，以一年为有效期间，即由外部照会比、

义、美、葡、西、挪、丹、日八国公使。

乙、国务会议议决：（一）官文书上【日斯巴尼亚】改为西班牙，（二）以阎锡山、熊希龄、

王士珍、王芝祥等为晋冀察绥赈委会委员，（三）地方政府机关如未经国民政府核准，不得

与外人订约、借用外资及准许外人有经营建设事业之特权，（四）全国邮票改印总理及陈其

美、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邓铿先烈遗像。

丙、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原则、议题准备，及组织法选举法等。

丁、英使蓝浦生自北平到南京。

１２﹐８（一○，二七）

甲、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电中央请暂缓撤销政治分会。

乙、阎锡山由石家庄折回天津，由海道赴京。

丙、皖北涡阳蒙城樊锺秀部被鹿锺麟、刘峙解决。

丁、立法院开第一次会议，推定法制、经济、财政、外交及军事五委员会委员及委员长。

戊、上海日总领事署将中国实行新税则照会退还外交部驻沪办事处。

己、北平盐务稽核所总所迁上海。

１２﹐９（一○，二八）

甲、新疆省政府宣布无论何种人等，非经允许，不准入口（藉名防止苏俄宣传，意在拒白崇

禧入新）。

乙、甘肃灾情奇重，灾民占全省人口十分之八。

丙、河北境内第三集团军一部奉令回山西。

丁、旧直鲁军徐源泉部改编为第四十八师，孙殿英部改编为第二旅，自河北移驻皖北。

１２﹐１０（一○，二九）

甲、蒋中正在中央党部纪念周讲演外交之后盾为民众与武力，非呼口号贴标语所能奏功。

乙、中英交涉开始，由王正廷与英使蓝浦生在南京谈判（关税问题）。

丙、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电中央请缓撤政治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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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行政院令教育部剀切制止北平学潮。

戊、明日为广州苏维埃成立纪念日，平津共产党散发传单，颇为活动。

己、中日合办之【中华汇业银行】停业改组。

庚、济南维持会会长柴勤唐、何宗莲互争，柴乞助于日领事。

辛、东北海防舰队成立，张学良、沈鸿烈任正副司令。

１２﹐１１（一○，三○）

甲、日本新政俱乐部总裁床次竹二郎到南京，国府主席蒋中正、外交部长王正廷等均与之周

旋。

乙、国府下令查办攻黔之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李已为周西成所败，同时中央劝云南省政府

主席龙云勿出兵贵州）。

丙、湘赣剿匪军分五路进攻井冈山。

丁、上海租界破获共产党机关。

戊、平津金融界因汇业银行停闭，发生风潮。

己、蒙古代表团呈请中央改组蒙藏委员会，并于北平成立分会。

１２﹐１２（一一，一）

甲、中政会通过（一）【立法原则由政治会议议决法规之条文由立法院依据原则起草】案。

（二）以韩复矩继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

乙、阎锡山由海道经上海到南京。

丙、第四集团军师长胡宗铎、何键到北平晤白崇禧。

丁、交通部长王伯群因与建设委员会争无线电管理权问题，提出辞职。

戊、中丹通商条约由王正廷与丹使高夫曼在南京签字（１９２９﹐６﹐８起生效）。

１２﹐１３（一一，二）

甲、南京反日会及省党部等三十余团体因床次来华系承田中意旨，特举行反日示威游行，捣

毁外交部长王正廷住宅，蒋中正即召集群众严厉训话（是日床次曾宴蒋中正、戴传贤等）。

乙、中常会通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议题草案。

１２﹐１４（一一，三）

甲、国府对昨日反日运动下令申诫。

乙、阎锡山就国府委员职。

丙、财政部召集之苏皖浙赣闽五省裁厘会议开幕，议决以六个月为限。

丁、国务会议议决，将河北教育厅职务移交北平大学办理，实行大学区制。

戊、德政府批准中德商约。

己、第十二师张兴仁旅（赣军）、第十八师王捷俊、吴尚旅（湘军）连日进攻江西井冈山（１

２﹐１１开始）。

１２﹐１５（一一，四）

甲、国府训令军政部各集团军及张学良禁各军扣车截款，原拨协饷，一律停止。

乙、内政部召集之第一期民政会议开幕，到苏皖赣浙闽五省民政厅长、县长、公安局长等百

余人。

丙、立法院通过国府各委员会组织法。

丁、蒙藏委员会因英国地图将西藏划入，苏俄地图将唐努乌梁海划入，请外交部严重交涉。

戊、南京及各地举行卫生运动大会。

１２﹐１６（一一，五）

甲、南京反日会布告，明年元旦起，概禁日货买卖，旧货封存，违者严重处罚。

乙、床次竹二郎离上海赴济南，临行发表宣言。

丙、西班牙在青岛招募华工，外交部再电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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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７（一一，六）

甲、汉口日军炮车辗毙车夫水杏林。

乙、国府临时国务会议讨论中英关税条约。

丙、呼伦（海拉尔）蒙古青年党发动二次事变，攻中东路车站，并断绝电线。

丁、蒙藏旅京民众联合会（白云梯等）议决请中央拘捕蒙古代表团，并讨论赵化民等在大连

设立满蒙民族自决会事。

戊、吴新田部不奉冯玉祥令，由陕南开抵鄂北，李宗仁将该部改编，拨归第四集团军各师。

己、江西被共产军攻破，乐安烧杀甚惨。

庚、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徐炳昶、斯文赫定离迪化，取道俄境返北平。

１２﹐１８（一一，七）

甲、白崇禧电国府条陈西北国防办法。

乙、王正廷与法使玛泰尔正式谈判中法关税条约。

丙、行政院会议通过：（一）各省举士办法，（二）除党务军事学校及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外，

所有学校及有关文化事业，均由教育部指导，（三）慰留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人杰。

丁、广州号飞机回抵广州。

戊、床次竹二郎在济南劝告日侨自动提议撤兵。

１２﹐１９（一一，八）

甲、中葡友好通商条约，由王正廷与葡使毕安琪在南京签字（１９２９﹐３﹐２７起生效）。

中荷关税条约由王正廷与荷使欧登科分别在南京签字。

乙、中政会通过：（一）全国编遣区组织条例。

（二）任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三）任赵戴文继内政部长。

丙、平津总商会向河北省政府请愿转请中央大赦（时北方政客官僚军阀多避居旅顺、大连、

香港、澳门，财货外溢，大连一处现金已达二万七千八百余万）。

１２﹐２０（一一，九）

甲、英公使蓝浦生呈递国书，正式承认国民政府。

乙、中英关税条约，由王正廷与英使蓝浦生在南京签字（１９２９﹐２﹐１起生效）。

丙、中瑞（瑞典）关税条约由王正廷与瑞公使雷尧武德在南京签字（１９２９﹐３﹐２７生

效）。

丁、长沙巿总登记合格党员一千五百余人，占全巿人口二百分之一（去年清党前党员十九万

人，几占全巿人口三分之二）。

戊、中常会撤换云南（全体）、浙江、河北、山西、江西、陕西、绥远及北平一部分党务指

导委员。

１２﹐２１（一一，一○）

甲、国务会议议决：（一）本月二十六日开编遣会议。（二）设立总理（孙中山）奉安办事处。

乙、胡汉民发表【整理军队的十大意义】，谓反对整军者即反革命。

丙、汉口交涉员向日领事抗议十七日水杏林案，日领不接受。

丁、床次竹二郎到奉天，由杨宇霆招待，并晤张学良，即返日。

戊、冯玉祥呈请国府于十八年元旦颁大赦令。

己、四川杨森、赖心辉、李家钰、罗泽洲等组织同盟军，反刘湘，再度进攻重庆（刘文辉、

邓锡侯、田颂尧助刘湘）。

１２﹐２２（一一，一一）

甲、铁道部长孙科宣布日军在济南阻扰津浦路政。

乙、中法关税条约由王正廷与玛泰尔在上海签字（１９２９﹐４﹐２２起生效）。

丙、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收回中东铁路电话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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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张学良委金梁办理影印四库全书事宜。

戊、中国合作学社成立，陈果夫主之。

１２﹐２３（一一，一二）

甲、天津日领事向交涉员抗议反日会强制商民抵制日货。

乙、迎榇专员林森、吴铁城、郑洪年抵北平（林等携有英制铜棺，用以代替原存香山之俄制

铜棺）。

１２﹐２４（一一，一三）

甲、国军编遣会议举行预备会。

乙、白崇禧在纪念周报告，谓被裁士兵复有为地方招去之事，并解释联奉传说。

丙、上海警备司令部截留自海参崴开来之【新平安】轮，搜查共产党。

丁、奉天开会讨论易帜问题。

戊、南京反日会等团体向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请愿废除中日一切不平等条约。

己、东北交通委员会接管中东铁路附属电话。

庚、田中义一上奏日本天皇，指日本军人为暗杀张作霖之真凶。

１２﹐２５（一一，一四）

甲、国府临时国务会议议决国军编遣会议定明年元旦开幕。

乙、行政院议决修筑下列国道：（一）南京杭州线，（二）南京芜湖线，（三）杭州南昌线，

（四）衢州福州线，（五）浦口安庆线，（六）杭州安庆线，（七）徐州蒙城线。

丙、第一期民政会议开幕。

丁、关税自主宣传周开始。

１２﹐２６（一一，一五）中政会通过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及奉吉黑热四省省政府

委员，待易帜后发表。

１２﹐２７（一一，一六）

甲、中常会议决：（一）各地政治分会展期至三月十五日以前撤销（以武汉方面反对，故展

期），（二）推蔡元培、吴敬恒、胡汉民、李煜瀛、张人杰、王宠惠、戴传贤出席编遣会议，

（三）通过失学革命青年救济办法，（四）编辑革命史，设立革命历史博物馆，编辑国民党

年鉴、国民政府年鉴，及蒙藏丛书。

乙、中西友好通商条约由王正廷与西使嘎利德在南京签字。

１２﹐２８（一一，一七）

甲、国务会议议决组织兵工研究委员会，以张群为主任。

乙、李宗仁自汉口到南京。

丙、李宗仁令叶琪师移驻岳州一带。

１２﹐２９（一一，一八）

甲、奉吉黑三省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改保安委员会为东北政务委员会。

乙、国府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又任吉奉黑热四

省省政府委员，以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任主席。

丙、汉口民众因水杏林案，举行对日示威运动。

１２﹐３０（一一，一九）重庆刘湘击退罗泽洲等之同盟军于江北。

１２﹐３１（一一，二○）

甲、国民政府发筹款赈灾令。

乙、国府设总理奉安办事处。

丙、奉天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要求履行５﹐１５之铁路协议，张学良云应由中央主持。

丁、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辞职（辞职电文中攻击政府，谓上海方面已成为二重海关，将毁灭

过去七十年之习惯与纪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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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吴佩孚自四川绥定通电声明与川乱无关。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２９──中华民国十八年己巳

１﹐１（一一，二一）

甲、国民政府蒋主席发表告国民书，希望于三年内以和平方法废除不平等条约。

乙、国军编遣会议开幕（事先冯玉祥曾建议先编遣各集团军总司令部，依次及于总指挥部、

军部、师部）。

丙、励志社成立（蒋中正等所发起）。

丁、外交部特派员程演生到暹罗，商订约事（不果）。

戊、会剿赣西井冈山红军之湘军刘建绪师部自行撤回湖南桂东（

时湖南何键与武汉方面相结，阴谋驱逐湖南省府主席鲁涤平）。

１﹐２（一一，二二）白崇禧称病不出席编遣会议（时蒋中正已感李宗仁不易就范，阎锡山

复从中离间蒋与冯玉祥关系）。

１﹐４（一一，二四）

甲、毛泽东、朱德乘湘军刘建绪部西撤，率红军第四军（约四千人）自井冈山东南走遂川，

留彭德怀、黄公略之红军第五军（约三千人）守井冈山下之大小五井（此事一谓在１９２８

﹐１１﹐２９误；一谓在１﹐１７；第七师第二十一旅长李文彬回忆录谓事在１﹐２；此处

据 TheLifeandTimesofChu-Teh）。
乙、国务会议通过（一）民国十八年赈灾公债条例，（二）导淮委员会组织条例，（三）首都

建设委员会组织条例。

丙、热河省党务指导委员反对汤玉麟任省政府主席，全体向中央辞职。

丁、中央代表周震鳞、王用宾、黄一欧到沈阳，与张学良商东北党务（东北自设党务筹备处，

禁止中央所派党务指导委员活动）。

戊、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州暴动之政治结果及其历史意义。

１﹐５（一一，二五）

甲、编遣会议举行第一次大会，议决设置经理、编制、遣置、提案、国防各组审查委员会。

乙、军事参议院长李宗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内政部长赵戴文就职。

丙、四川刘湘败【同盟军】杨森，占万县（杨部旋退营山、遂安）。

丁、驻美公使伍朝枢与美国务院远东科长 StanleyK。Hornbeck开始商谈撤销在华领事裁判

权问题。

１﹐７（一一，二七）

甲、沪宁火车在南京尧化门被劫。

乙、上海总商会等八十余团体电中央，反对财政部展缓裁厘及举办特种消费税。

丙、红军毛泽东、朱德占领江西遂川之大汾。

１﹐８（一一，二八）

甲、奉天苏俄领事向张学良抗议收回中东路电话管理权。

乙、行政院会议准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辞职，以梅乐和继任。

丙、编遣会议第二次大会，由何应钦、曹浩森、朱绶光、李宗仁、李济琛、王树常分别报告

第一、二、三、四集团军、第八路军、东北军缩编情形及收支状况。

１﹐９（一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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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中英、中法、中德、中荷、中瑞、中挪关税协议。

乙、黑龙江路权自主会代表于成泽到京请愿，反对建筑长大路，宣告东省与日本所订密约无

效，收回南满安奉两路及旅大，建筑敦化海林铁路，开发葫芦岛。

丙、汉口工界为水杏林案对日罢工，封锁日租界，日兵复逮捕水杏林之兄裕林。

丁、宁夏省政府成立（主席门致中）。

１﹐１０（一一，三○）

甲、财政部正式以英人梅乐和代易纨士为总税务司（１﹐８行政院决议）。

乙、红军毛泽东、朱德自江西遂川经上犹、崇义占领大庾。

１﹐１１（一二，一）

甲、前张作霖之顾问日人町野武马分访张学良、杨宇霆，要求履行１９２８﹐５﹐１５之铁

路协议。

乙、晚，张学良杀杨宇霆（年四十四岁）、常荫槐，并宣布两人罪状，谓其阻挠易帜、滦东

撤兵、交还车辆、滥用公款、图谋不轨（

或谓杨与日本相结，对张多所掣肘，而实以张对杨有私怨，其左右之郭松林旧部复从而陷害

之，杨又擅购日本步枪二万枝，张益认为杨不利于己。常为杨之亲信。

或谓杨与白崇禧通，谋抗中央及张；或谓杨主开放东北，遭日之忌）。

丙、宋子文向编遣会议报告财政问题，谓中央收入仅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当由

编遣会议通过：（一）以后军费概由中央筹发，各省不得截留应解中央款项。（二）设置决定

兵额，实施编遣办法大纲及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审查委员会。

１﹐１２（一二，二）

甲、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要求张学良速决吉会（敦图）铁路等问题（张答以由中央办理）。

乙、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视事。

丙、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张学良、张作相、张景惠、万福麟、汤玉麟、方本仁、翟文选、

王树翰、刘尚清、刘哲、莫德惠、袁金铠、沈鸿烈为委员。

丁、奉天省政府成立。

戊、江西剿匪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李文彬部收复大庾县城。

１﹐１３（一二，三）

甲、东三省日领事会议，对满蒙悬案必要时采取强硬性手段。

乙、北平政治分会决定要求张学良撤退关内驻军，交还滦东五县，放回车辆。

丙、铁道部长孙科电请张学良放还所扣车辆。

丁、江西剿匪军李文彬第二十一旅，败红军朱德、毛泽东于大庾梅岭（独立营长张渭等战殁）。

１﹐１４（一二，四）

甲、外交部长王正廷再与上海日总领事矢田谈山东日军撤退及关税问题。

乙、江西剿匪军李文彬旅再败红军于广东南雄之乌径、大埔塘，毙红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

挺颖，第三营营长周访（红军走龙南，李旅追至邓坊，约三日后，合刘士毅旅再败之于寻邬

之天花寺、吉潭圩，北进会昌，朱德妻萧贵莲被俘）。

丙、沈阳日领事林久治郎向张学良否认苏俄与日方谈判售让中东路事（时传奉天当局准备收

回该路，张学良之顾问英人端讷，白俄主先组织一中东路调查委员会，慎重将事）。

丁、国府命行政院严令各省市政府遵照处理逆产条例办理，不得违章扰民。

戊、建设委员会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开始与欧美通报（时建设委员会与交通部无线电台竞争剧

烈）。

１﹐１５（一二，五）国府明令免去杨森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命刘文辉、刘湘、邓锡侯、

田颂尧处理四川善后。

１﹐１６（一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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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所有各省对外交涉，统归中央办理，无论何国，凡与各省所

订协定，概不承认，（二）以冯玉祥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三）以张人杰为建设委员会

委员长，（四）以林森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乙、关内奉军开始撤退。

丙、传哈尔滨俄领事馆密谋在南京沈阳等地实行暗杀。

丁、招商局【新华】轮在香港洋面沉没，溺毙四百余人。

１﹐１７（一二，七）日使芳泽谦吉在东京发表声明书，将以全力谋中日交涉之解决。

１﹐１８（一二，八）

甲、任命伍朝枢为驻美公使，施肇基为驻英公使。

乙、北平政治分会令北平市政府妥拟收回使馆区行政权办法（外交团认为为时尚早）。

１﹐１９（一二，九）

甲、梁启超病卒于北平，年五十七岁（１８７３至１９２９）。

乙、日使芳泽谦吉抵上海。

丙、济南日侨开会反对撤退日军。

丁、英外相张伯伦电英使蓝浦生，允考虑废止对华禁运军火令（

１９２８﹐１２﹐１５中国海军当局曾商请英使蓝浦生向英购置舰艇，１﹐４蓝浦生电英外

部主废止禁运军火令）。

１﹐２０（一二，一○）

甲、哈尔滨俄领事馆决破坏沈阳与南京之妥协。

乙、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徐炳昶及斯文赫定率领回抵北平。

１﹐２１（一二，一一）

甲、日本武官松井、佐佐木等在上海商山东撤兵问题。

乙、汉口日水兵掳【海安】轮船，拘禁工人（日人谓该轮为江防局所有，借与罢工委员会驶

用）。

丙、全国反日会代表向中央请愿。

丁、教皇驻华代表刚恒毅声称天主教徒接受中国法律管理。

戊、江苏奉贤共产党滋事。

１﹐２２（一二，一二）

甲、国府明令自二月一日施行新税则后，所有内地税局及煤油特税局均裁撤，其事务归并海

关办理。

乙、编遣会议：（一）推吴敬恒、谭延闿、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琛、张

学良、杨树庄、何应钦、宋子文为常务委员，李济琛为总务主任，李宗仁为编组部主任，冯

玉祥为遣置部主任，阎锡山为经理部主任。（二）通过编遣区组织大纲。（三）取消海军总司

令部，设海军编遣区办事处，除第一、第二舰队外，以渤海舰队为第三舰队，广东各舰为第

四舰队。

丙、出席编遣会议之海军代表陈绍宽、陈季良因所提各案未获通过，离京回沪，电请辞职（１

﹐２７蒋中正主席挽留）。

丁、北平大学学潮解决，改北京大学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

戊、美国天主教士 EdwardYoung在江西大庾（南安）为朱德、毛泽东所掳，限三日内以二

万元赎回（同时尚有德教士 Schram及妻子被掳，不久均释放）。

１﹐２３（一二，一三）

甲、四川军人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共商善后，拟打破防区制。

乙、日使芳泽、法使玛泰尔自上海到南京。

丙、蔡元培、蒋梦麟向中央政治会议提议褒奖梁启超，并予抚恤，以胡汉民反对，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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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一二，一四）

甲、王正廷与法使玛泰尔开始谈判修订越南陆路通商条约。

乙、中央宣传部招待记者，说明【出版品审查条例】（该条例为报界所不满）。

１﹐２５（一二，一五）

甲、国军编遣会议闭幕。

乙、白崇禧电蒋中正、李宗仁，请裁撤第四集团军总指挥职，所部听候中央编遣。

丙、王正廷与日使芳泽谦吉开始谈判济案及中日悬案。

１﹐２６（一二，一六）

甲、北方失意军人张宗昌、吴光新唆使其胶东龙口旧部刘开泰叛变，攻击服从中央之刘珍年

军。

乙、青海省政府成立，孙连仲为主席。

丙、中日交涉为济南撤兵日期发生障碍。

丁、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社论（田中内阁最后之一活路）抨击田中对华外交之失败（日对华外

交已有转机）。

戊、中美无线电借款成立（二千万美元）。

己、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开始审讯东陵盗墓案。

庚、中央代表方本仁到沈阳。

１﹐２７（一二，一七）北平政治分会令河北省等省市政府制止党部侵权干政。

１﹐２８（一二，一八）外交部抗议汉口日水兵掳捕【海安】汽船及水手。

１﹐２９（一二，一九）

甲、行政院会议通过裁兵公债五千万元。

乙、立法院会议议决起草民法、商法、土地法、自治法、劳工法。

丙、任命冯玉祥为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长，刘骥为副委员长。

丁、汉口日兵掳去之【海安】轮放回。

１﹐３０（一二，二○）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改奉天省为辽宁省，（二）推谭延闿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三）

追认蒋中正、谭延闿、李济琛等为国防会议委员。

乙、湘赣剿匪军猛攻江西井冈山。

丙、日本承认二月一日实施之海关新税则。

丁、日公使芳泽谦吉离南京回上海。

１﹐３１（一二，二一）

甲、卫生部长薛笃弼致函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请其来华协助办理卫生事宜。

乙、交通部长王伯群因与建设委员会争无线电管辖权，提出辞职。

丙、南京日领事冈本通知外交部，日本枢密院已正式通过中日关税协议。

丁、共产党托洛斯基派梁干乔、施叔云、张特、宋逢春、陆渊等在上海开会，自组中央。

戊、美国务卿凯洛格电美使马慕瑞，赞同废止对华禁运军火令。

２﹐１（一二，二二）

甲、海关新税则实施（关税自主）。

乙、特任蒋中正、吴敬恒、谭延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琛、张学良、杨树庄、

何应钦、宋子文、胡汉民、林森、蔡元培、戴传贤、孙科、陈果夫为国民政府委员。

丙、山东马士伟在长山、周村谋乱，自称皇帝。

丁、田中义一令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如不履行１９２８﹐５﹐１５之铁路协

议，日本将以武力测筑敦图、长大两线。

２﹐２（一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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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王正廷与日使芳泽谦吉在上海续谈济案。

乙、李济琛自南京返抵广州。

２﹐３（一二，二四）

甲、蒋中正发表党务意见书（三次代表大会之使命，下届中央委员选举标准，青年同志之领

袖欲，汪精卫回国问题，农工运动）。

乙、滦河东岸奉军一部撤退。

丙、红军毛泽东、朱德抵江西瑞金大柏地（朱培德命李文彬以五团兵力布署包围）。

２﹐４（一二，二五）

甲、东北边防正副司令长官及奉吉黑热四省主席张学良、张作相等正式就职，中央代表方本

仁监誓授印。

乙、阎锡山离南京回山西。

丙、派吴醒汉为西康专使，商川军入康及组织省政府事。

２﹐５（一二，二六）

甲、国府明令改奉天省为辽宁省。

乙、公布国籍法。

丙、派伍朝枢为中土订约全权代表。

丁、国军编遣会议常务委员会议决定自３﹐１５起，撤销各总司令部及各总指挥部，３﹐１

６各编遣区办事处正式办公。

戊、冯玉祥离南京回河南。

２﹐６（一二，二七）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万福麟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乙、国府公布编遣区办事处组织大纲。

２﹐７（一二，二八）

甲、中央常会决议（一）总理奉安展至六月一日举行，（二）通过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条例。

乙、郭沫若、郁达夫等之【创造社】在上海被封。

２﹐８（一二，二九）

甲、王正廷、芳泽之中日济案谈判停顿（为赔偿及责任问题）。

乙、设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以唐绍仪为主席。

丙、第三国际指摘中共中央，对各大城市工人工作不力。

２﹐９（一二，三○）

甲、中共中央（李立三等）自上海致书毛泽东等（前敌委员会），指责其措施不当，命朱德、

毛泽东离开红军，将红军化整为零，保存实力，发展群众组织。

乙、白崇禧出医院（白曾八上辞呈）。

丙、进攻井冈山之湘赣剿匪军第十二师张兴仁旅、第十八师王捷俊旅攻占黄洋界，红军第五

军彭德怀、黄公略东南走宁冈，李灿北趋（红军约二千余人）。

丁、红军第四军朱德、毛泽东抵江西瑞金黄柏墟、溢前，占领瑞金县城。

２﹐１０（一，一）

甲、湘赣剿匪军张兴仁、王捷俊旅攻占井冈山。

乙、红军朱德、林彪（团长）败刘士毅旅于江西瑞金大柏地，俘团长萧致平、锺桓等八百余

人。

丙、胶东乱事扩大，张宗昌旧部刘开泰、顾震、施忠诚等攻入龙口，败刘珍年（原亦张宗昌

部）。

２﹐１１（一，二）

甲、全国学生总会决议电请汪精卫等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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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盘踞安徽阜阳之豫匪王泰、孙士魁数千人为第十三师万耀煌旅所击溃。

２﹐１２（一，三）红军占宁都（寻进向吉安龙冈东固，合红军第二第四团）。

２﹐１３（一，四）建设委员会与菲律宾合组无线电公司报务合同签字。

２﹐１５（一，六）

甲、编遣委员会以何应钦为中央编遣区主任，朱培德、鹿锺麟、商震、白崇禧为第一、第二、

第三、第四编遣区主任，杨树庄为海军编遣区主任。

乙、李济琛、黄绍竑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

２﹐１６（一，七）

甲、蒋中正主席回浙江奉化，冯玉祥赴河南百泉，谣传复起。

乙、公布度量衡法（明年元旦施行）。

２﹐１８（一，九）江苏省治自南京迁镇江。

２﹐１９（一，一○）

甲、武汉政治分会（实际为胡宗铎）密令叶琪、夏威两师入湘。

乙、冯玉祥电召所部在京人员回豫。

丙、北平大学学潮又起（师范学院学生主之）。

丁、张宗昌、吴光新自大连到山东龙口，刘开泰等附之（一作２﹐２１）。

２﹐２０（一，一一）

甲、中央政治会议以郭泰祺、傅秉常、金问泗、诸昌年、戴恩赛为驻义、比、荷、瑞典兼挪

威、巴西公使。

乙、武汉国货展览会开幕。

２﹐２１（一，一二）

甲、第四集团军第五十二师叶琪、第十五师夏威部自岳州前进，合第十九师何键部入长沙，

湖南主席鲁涤平部第十八师取道浏阳退往江西（叶为鲁旧部，先曾令人密告鲁氏）。

乙、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自南京秘密赴上海。

丙、张宗昌等败刘珍年，据登州，孙殿英旅亦在齐河自由行动。

丁、太原开封相继破获共产党重要机关。

２﹐２２（一，一三）

甲、武汉政治分会免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职，以何键继任。

乙、以湘事紧急，胡汉民等促蒋中正主席回京。

丙、国务会议决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各总指挥部限三月十五日撤销，

各编遣区办事处限三月十六日成立，各兵工厂限四月一日停工。

丁、设第五编遣区，以万福麟为主任。

２﹐２３（一，一四）外交部照会美英法日等国，决于新关税收入项下每年拨五百万元整理

内外债。

２﹐２４（一，一五）

甲、蒋中正自浙抵沪，晤李宗仁，即入京。

乙、第十五师夏威部占领浏阳，鲁涤平部东入江西万载。

２﹐２５（一，一六）

甲、蒋中正电请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入京。

乙、李宗仁为湘事电中央自请处分，惟仍请追认武汉政治分会之决议。

丙、中日陆路通商税制原定今日废止，以日本反对，安东关不克实行。

丁、日使馆为张宗昌扰鲁事发表声明，胶济路二十里内不许有军事行动，并警告反革命之日

人退出。

２﹐２６（一，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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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明令通缉齐燮元。

乙、张宗昌据有胶东，众至二万余人。

丙、鲁涤平抵南京，报告湘变。

丁、蒋中正令驻苏北、皖北之刘峙、顾祝同、缪培南、朱绍良、蒋鼎文、方鼎英、夏斗寅等

师准备出动。

戊、公使团讨论废止对华禁运军火案。

２﹐２７（一，一八）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派蔡元培、李宗仁、李济琛、何应钦查明湘事，听候编遣委

员会核办，双方军队应驻原防，不得自由行动。（二）派何键暂代湖南主席。（三）通过非战

公约。

乙、天津捕获图谋不轨之直鲁军旧将领多人。

２﹐（下旬）追击毛泽东、朱德之第七师李文彬旅自赣南调往萍乡，应付湖南事变。红军乘

机自东固、龙冈东走广昌、瑞金。

２﹐２８（一，一九）胡宗铎、陶钧、夏威、叶琪、何键在长沙会议，决定进攻常德之谭道

源师（鲁涤平部），并向鄂东、鄂南增防。

３﹐１（一，二○）

甲、国务会议决议：（一）禁止学生干涉校政，教育经费不得拖欠。（二）派易培基为北平故

宫博物院古物馆长，张继兼文献馆长，庄蕴宽为图书馆长，马衡、沈兼士、袁同礼分别副之。

（三）发行建设公债三百万元（建筑中央各院部房屋）。（四）派何键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

乙、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劝勉全国学生电。

丙、武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任何键为湖南清乡督办，叶琪为会办（叶琪正追击湘西谭道源部）。

丁、新任上海日本总领事重光葵晤王正廷。

３﹐２（一，二一）

甲、中央颁定战斗序列，以刘峙、朱绍良、朱培德分任讨逆军第一、二、三军长（兵力约十

四师，后又续委何键、鲁涤平为第四、第五军长）。

乙、代理湖南主席何键就职。

丙、蔡元培晤李宗仁于上海病院。

丁、通缉安福系之朱深（朱在北平运动电车工人图谋不轨）。

３﹐３（一，二二）

甲、张学良将滦东五县交还河北省。

乙、中国宪政党徐勤等电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劝取消党治，速开国民会议。

３﹐４（一，二三）

甲、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电京，反对客军入境及移兵屯垦（传白崇禧将入新疆）。

乙、李宗仁在上海发表谈话，拥护蒋主席，促进统一。

３﹐５（一，二四）

甲、明令整顿学风。

乙、吴敬恒、张人杰、蔡元培晤李宗仁，商湘事。

丙、中央银行钞票挤兑。

３﹐６（一，二五）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海军部。

乙、白崇禧电胡汉民，谓已令武汉方面不得妄动，并催李济琛进京调解。

３﹐７（一，二六）

甲、蒋中正代表邵力子、马福祥到河南百泉，晤冯玉祥。

乙、蒋中正致书李宗仁，对湘事必须维持中央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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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国际联盟行政院允拉西曼应中国卫生部之聘。

３﹐８（一，二七）

甲、批准非战公约。

乙、李宗仁电中央辞国民政府委员职。

３﹐９（一，二八）

甲、白崇禧离北平，李品仙代理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国民政府参军长何成浚自天津赴北

平（何氏结唐生智，唐派龚浩以一百五十万元，运动驻唐山之李品仙部，廖磊向白告密）。

乙、日本抗议中国整理汉冶萍公司办法（３﹐１国民政府令汉冶萍公司于两星期内将全部财

产移交整理委员会）。

３﹐１０（一，二九）

甲、南京湖南同乡会组护党救湘会，请愿惩办武汉政治分会。

乙、何键向中央辞代理湖南主席职。

３﹐１１（二，一）

甲、李济琛自广州抵上海，即与吴敬恒、蔡元培、李石曾等访李宗仁，商湘事。

乙、河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以抗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直接选举者八十九人，

选后圈定者一百十六人，中央指派者一百五十人），被中央常会撤职，交监察委员会查办。

丙、山东邹县红枪会袭击第四师缪培南部。

３﹐１２（二，二）

甲、李济琛、蔡元培等抵京，调停湘事。

乙、武汉政治分会电中央攻讦鲁涤平。

３﹐１３（二，三）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将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免职，交中央

监察委员会议处。（二）各地政治分会应于三月十五日前裁撤，本月起停止开会（此案系由

胡汉民、蔡元培提出）。

乙、汪兆铭、王法勤、陈公博、王乐平、顾孟余、陈树人、何香凝、甘乃光、潘云超等十四

人宣言反对南京之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丙、冯玉祥电辞军政部长。

丁、鲁南滕邹一带红枪会猖獗，与缪培南第四师徐源泉第四十八师冲突。

３﹐１４（二，四）

甲、蒋中正派邵力子到上海疏通粤方委员王法勤、何香凝等，请出席代表大会。

乙、第五十师谭道源（鲁涤平部）以受叶琪、何键两部之压迫，自常德西退（谭部李云杰旅

投归何键）

。

丙、武汉、广州、北平政治分会电告结束。

丁、上海日总领事重光葵到南京。

戊、南开大学创办人教育家严修卒于天津（一作３﹐１５。１８６０年生）。

３﹐１５（二，五）

甲、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主席胡汉民。蒋中正发表告党员书。

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宣告撤销。

丙、开封政治分会及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宣告撤销。

３﹐１６（二，六）

甲、第三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推定主席团九人（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于右任、孙科、

古应芬、陈果夫、潘公展、陈耀垣）。

乙、武汉将领胡宗铎、夏威、陶钧等电胡汉民、李济琛，责问中央军西上，【应否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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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第一及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分别在南京太原成立。

３﹐１７（二，七）

甲、冯玉祥辞军政部长电发表（３﹐１３电）。

乙、于右任不肯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传于离南京）。

丙、白崇禧秘密离天津赴香港。

３﹐１８（二，八）

甲、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通过刘文岛之动议，令国民政府严令制止叶琪在湖南之军事

行动，克日撤回原防。

乙、冯玉祥荐鹿锺麟为军政部长，刘骥为次长。

３﹐１９（二，九）

甲、蒋中正严斥武汉将领胡宗铎等。

乙、国府明令叶琪克日退回原防。

丙、印度诗人泰戈尔到上海，党部禁止集会欢迎及邀请演说（泰氏即赴日本）。

３﹐２０（二，一○）

甲、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书面警告汪兆铭，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陈公博、甘乃光永远开除

党籍。周炳林、段锡朋、童冠贤、周佛海等退席（中央监察委员会谓汪等酿成民国十六年十

二月十一日广州共祸，请大会予以处分，蒋中正、胡汉民力主宽大）。

乙、蒋中正发表湖南事变后之时局意见，中央与地方间不许带有条件性质，不当有调停名词。

丙、中央军分别集中皖西赣北一带。

丁、驻河北之第四集团军将领李品仙等通电声讨白崇禧，服从中央，拥护统一。

戊、红军第四军朱德、毛泽东（约一万四千人）

自江西吉安东固经广昌瑞金进入闽西，本日攻占汀州，闽军旅长郭凤鸣死之。获步枪二千枝，

机关枪数十挺，及大量缝纫机（该地红军改编为三个纵队郭部为毛朱所并，编为红军第二十

四军）。

３﹐２１（二，一一）

甲、李济琛在南京失自由，移禁汤山（李对武汉方面举动不肯作明白表示，且暗中与黄绍竑

联络，古应芬、胡汉民亦不满李氏）。

乙、编遣会准白崇禧辞第四编遣区主任，将原第四集团军分由四五特派员编遣，师长叶琪、

夏威免职查办。

丙、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以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为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日。

３﹐２２（二，一二）冯玉祥代表何其巩赴山西访阎锡山交换时局意见。

３﹐２３（二，一三）

甲、广州第八路军将领电蒋中正，请恢复李济琛自由（黄绍竑主之）。

乙、蒋中正电四川刘湘进军湖北。

丙、沈阳日领事向张学良要求扩大密订之【三矢协约】范围。

３﹐２４（二，一四）

甲、王正廷、芳泽在沪开济案第七次会议，草案签字。

乙、陈铭枢电黄绍竑，反对以军事行动援救李济琛。

３﹐２５（二，一五）

甲、李宗仁抵广州，即偕黄绍竑赴梧州布置军事。

乙、中央军与武汉军（桂系）在英山接触。

丙、冯玉祥自百泉赴华山。

３﹐２６（二，一六）

甲、国民政府令，李宗仁、李济琛、白崇禧免职查办。附逆军队如再执迷不悟，即痛加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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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路军由黄绍竑节制。

乙、东北之第五编遣处及海军编遣处成立。

丙、胶东张宗昌军攻入烟台，刘珍年退守牟平。

丁、哈尔滨苏俄总领事梅里尼可夫在沈阳晤张学良，谈改订新约、中东路电话权、中国雇佣

白俄等问题，无结果。

３﹐２７（二，一七）

甲、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人（蒋中正、谭延闿、戴传贤、何应钦、胡汉

民、孙科、阎锡山、陈果夫、陈铭枢、朱培德、叶楚伧、吴铁城、冯玉祥、于右任、宋庆龄、

宋子文、汪兆铭、伍朝枢、何成浚、李文范、王柏龄、邵元冲、朱家骅、张群、刘峙、杨树

庄、方振武、赵戴文、周启刚、陈立夫、陈肇英、刘纪文、刘芦隐、丁惟汾、曾养甫、方觉

慧），监察委员十二人（吴敬恒、张人杰、古应芬、林森、蔡元培、张继、王宠惠、邵力子、

李石曾、邓泽如、萧佛成、恩克巴图）。又通过永远开除李宗仁、李济琛、白崇禧党籍。

乙、编遣会任命朱培德、刘峙、韩复矩为讨逆军第一、二、三路总指挥。

丙、蒋中正主席为讨伐桂系发告将士书。

丁、上海市长张定璠免职通缉。

戊、派伍朝枢为议订中美公断条约全权代表。

３﹐２８（二，一八）

甲、中日济案由王正廷与日使芳泽谦吉在南京换文解决，山东境内日军于两月内撤退。

乙、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丙、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蒋中正、胡汉民、谭延闿、孙科、戴传贤、

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叶楚伧为常务委员。

丁、任命何应钦兼参谋总长，鹿锺麟代理军政部长，张群为上海市长，陈仪为兵工署长。

戊、海军将领通电拥护中央。

己、中央军蒋鼎文师进占湖北武穴。

３﹐２９（二，一九）

甲、蒋中正主席自南京赴九江督师（俞作柏、杨永泰随行）。

乙、蒋中正任命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统辖前第四集团军驻平津部队）。

丙、阎锡山及四川刘湘分别通电拥护中央，讨伐桂系。

丁、王正廷、芳泽交换中日修约及解决宁汉两案意见。

戊、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等向张学良交涉履行１９２８﹐５﹐１５铁路协议，张仍谓应

由中央作主。

３﹐３０（二，二○）

甲、蒋中正抵九江，下总攻击令，武汉军退却（中央军约十万，武汉军约六万）。

乙、冯玉祥电告派韩复矩、石友三分向武胜关襄樊出动（约七师）。

丙、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陈策通电，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陈济棠下令出兵。

丁、中央军夏斗寅师进占湖北广济蕲春，罗霖旅（湘军）降。海军占田家镇。

戊、黄绍竑电胡宗铎、夏威等暂守武汉，以全力攻取江西，与两粤联为一片。

己、白崇禧经日本到香港（即赴海防入桂）。

庚、接收济南委员会委员长崔士杰到济南。

３﹐３１（二，二一）

甲、济南及胶济路沿线悬青天白日旗，庆祝接收。

乙、陈济棠限驻粤桂军于二十四小时内离粤，黄绍竑即折回梧州。

４﹐１（二，二二）

甲、讨逆军刘峙部占湖北黄州，进抵朵埠团风，武汉军李明瑞、杨腾辉旅归附中央（李受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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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柏运动，杨受郑介民运动）。

乙、冯玉祥通电拥护中央讨伐桂系令。

丙、李宗仁发表告桂军将士及对外书。

丁、张学良电外交部，东北日领事及日方重要人员被召回国，会商吉会路及满蒙问题。

戊、王正廷与芳泽谦吉在上海开始谈判宁案、汉案。

己、天津北洋大学失火。

庚、南京中山路通车（长约七英哩半）。

４﹐２（二，二三）

甲、云南省主席龙云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等分别通电讨伐桂系。

乙、广东陈济棠调回北江军队，增防西江。

４﹐３（二，二四）湖北阳逻激战，胡宗铎在黄陂召集军事会议，因李明瑞、杨腾辉在孝感

拒命，决下野，所部退向鄂西。

４﹐４（二，二五）

甲、武汉军失败，湖北清乡督办胡宗铎、会办陶钧通电辞职。何键电劝桂系将领服从中央，

叶琪部被何改编。

乙、接防济南之孙良诚部进至党家庄。津浦路通车。

丙、杭州发生人力车夫暴动风潮。

４﹐５（二，二六）

甲、蒋中正主席到汉口，任鲁涤平为武汉卫戍总司令。

乙、韩复矩部自河南进入武胜关，与刘峙部发生冲突。

丙、唐生智通电讨桂，并就任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李品仙、何成浚任第八、第九军长（李

未任事，即南去香港）。

丁、国务会议议决设立中国航空公司（资金一千万元）。

戊、毛泽东覆中共中央２﹐９来信，有所申辩，拒绝与朱德离开红军，强调游击战术之重要，

并主乘时局动荡，争取江西及闽西浙西，于一年内造成群众割据。

４﹐６（二，二七）

甲、蒋中正改编武汉各军。

乙、蒋中正任刘湘为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

丙、方振武在天津就任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

丁、冯玉祥部张允荣师进至湖北广水，与中央军对峙。

戊、四川刘湘派唐式遵师进向宜昌。

４﹐７（二，二八）

甲、海军攻占岳州。

乙、湖南桂军向广西撤退。

丙、胶东刘珍年败张宗昌于牟平。

丁、英兵侵占云南江心坡，云南代表请外交部抗议。

戊、清华大学反对董事会减费之决议案，校长罗家伦主该校直隶教育部，并清查基金（原隶

外交部）。

４﹐（初）红军第四军毛泽东、朱德自汀州折回赣南，占领瑞金，与第五军彭德怀、黄公略

会合（毛朱占宁都兴国，彭黄占雩都会昌）。

４﹐８（二，二九）

甲、蒋中正通电，谓国民应拥护中央，大局敉平后即卸职出洋。

乙、韩复矩部迫近汉口。

丙、冯玉祥响应唐生智声讨桂系电，历述近年来所受桂系之欺弄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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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会议，推蒋中正为组织部长，陈果夫副；叶楚伧为宣传部长，刘芦

隐副；戴传贤为训练部长，何应钦副；陈立夫为秘书长。

戊、张发奎在湖北通山接统第四师。

４﹐９（二，三○）

甲、蒋中正电阎锡山，华北各部队均归其节制（阎之代表赵戴文密告冯玉祥系之薛笃弼，谓

蒋准备讨冯）。

乙、汉口日巡捕拘捕罢工会员，虐禁水牢。

４﹐１０（三，一）

甲、冯玉祥代表曹浩森、刘骥到汉口。

乙、冯玉祥电令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五省政府，用人行政，完全服从中央。

丙、中日代表商定济南青岛分段接防办法。

丁、土耳其代办福德培在南京视事。

４﹐１１（三，二）

甲、蒋中正发表告原隶第四集团军将士书。

乙、韩复矩到汉口谒蒋中正，所部开回武胜关，豫鄂局势缓和（

韩对中央倾心）。

丙、川军唐式遵师进攻宜昌，刘和鼎旅拒之。

丁、中央发表整饬党纪令。

戊、卫生部长薛笃弼辞职。

４﹐１２（三，三）

甲、蒋中正反对山东分段接防办法，主由中央统筹办理。

乙、特派孙科为中国航空公司理事长。

丙、设立海军部，特任杨树庄为海军部长，陈绍宽为次长。

丁、任命陈仪为兵工署长（一说３﹐２８）。

４﹐１３（三，四）

甲、武汉军胡宗铎、陶钧西退荆宜，中央军张发奎、朱绍良分路追击（张于本年三月自日本

返国，指挥第四师对桂系作战）。飞机在沙市一带投弹。

乙、冯玉祥通电辟谣，并述参加讨逆经过（冯原拟收渔人之利，未果）。

丙、济南日军发布撤退顺序。山东省主席孙良诚委程心明为济南警备司令。

丁、红军第四军毛泽东、朱德在雩都与第五军彭德怀、黄公略相会，本日进攻赣州（后彭因

不满毛朱，率部走赣西，毛朱亦东去，复回闽西）。

４﹐１４（三，五）

甲、甘肃回军马仲英陷宁夏。

乙、韩复矩离汉口北返。

丙、王正廷与日使芳泽在上海会谈汉宁两案。

４﹐１５（三，六）

甲、中日宁案由王正廷、芳泽谦吉在上海解决。

乙、孙良诚部中止自泰安入济南，接收事变化（中央不欲冯玉祥完全控有山东）。

丙、陈仲孚接收青岛商埠局。

丁、蒋中正任云南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

戊、第三国际指摘中共组织松弛，左倾思想为最大危险。

４﹐１６（三，七）

甲、中日汉案由王正廷、芳泽谦吉谈判解决。

乙、中央军朱绍良部进至荆沙，胡宗铎、夏威、陶钧、程汝怀、李石樵等请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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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广州连日会议，商应付广西军事。

丁、孙良诚部原拟今日接防济南未果。

４﹐１７（三，八）

甲、日公使芳泽电济南日领事西田，谓王正廷商请缓撤济南日军，日政府已允许（日军原定

本日撤退）

。

乙、冯玉祥离华山赴潼关。

丙、朱绶光奉阎锡山电召，自汉口东下回晋。

丁、行政院令外交部抗议英兵进占云南江心坡。

４﹐１８（三，九）

甲、蒋中正令孙良诚照原定计划，接防济南。

乙、交通部令邮政机关公文改用中文（原用英文）。

丙、王正廷与芳泽谦吉开始谈判中日新约。

丁、日本外务省否认张学良政权之通告案。

４﹐１９（三，一○）

甲、四川杨森等之同盟军又对刘湘、刘文辉开战。

乙、东蒙古王公在长春会议，张学良宣布护蒙六事。

丙、东京关东军政要人会议，主张直接行动，另拥东北首领一派失败，决兴筑铁路，解决商

租权等事。

丁、天津共产党员多人被捕。

戊、定青岛为特别市。

４﹐２０（三，一一）

甲、明令保障人权。

乙、冯玉祥自潼关电中央，不就行政院副院长，否认托庇苏俄及保荐湖北主席。

丙、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 AviationExplorationIncorporated订立航空合同，由美方代办京平、

沪汉、粤汉三航线。

４﹐２１（三，一二）

甲、广州军事会议，准备对广西用兵。

乙、胡宗铎、陶钧通电下野出国（胡陶乘日舰东去）。

４﹐２２（三，一三）

甲、中常会通过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方案。

乙、胶东刘珍年军复占烟台，张宗昌败逃。

４﹐２３（三，一四）

甲、外交委员会议决中日悬案应谋根本解决。

乙、何键就任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

丙、编遣会派陈策为第四舰队司令。

４﹐２４（三，一五）

甲、中央令孙良诚接收济南至潍县；潍县以东由刘珍年及宪兵接防。

乙、蒋中正由汉口赴长沙。

丙、外交部因日领抗议，命取缔上海救国会之反日运动。

丁、库伦发生内讧。

戊、美神父WalterCoveyou﹐ClementSeybold﹐GodfreyHolbein在湖南辰溪为匪戕害。

４﹐２５（三，一六）

甲、山东省主席孙良诚电京辞职，即率部回豫（冯玉祥决将兵力集中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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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龙云就任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

丙、浙江省政府取消试办二五减租案，与省党部发生争执。

４﹐２６（三，一七）

甲、英、美、法、日、义、比、荷、巴（巴西）

、丹、西、葡十一国公使照会外交部，取消１９１９﹐５﹐５禁止军火入华协议（１９２２

﹐３﹐４美总统声明亦作废）。

乙、日本公使馆覆１９２８﹐８﹐１４外交部照会，仍不允废弃１８９６年之中日商约，惟

愿考虑改订。外交部照覆，请即开始协议，以平等及互尊主权为原则重订新约。

丙、国府发表山东胶济路接防令。

丁、公布教育宗旨。

戊、蒋中正自长沙回汉口。

己、何键布告讨伐桂系。

４﹐２７（三，一八）

甲、孙良诚自山东撤军往河南，冯玉祥系之军政部次长鹿锺麟，航空署署长熊斌等自南京走

上海（传阎锡山联合对冯，冯军急遽退往豫陕）。

乙、外交部照会英美法及荷兰挪威巴西公使，请立时撤销领事裁判权。

４﹐２８（三，一九）广州粤军将领警告广西将领，劝黄绍竑服从中央（桂林广西将领亦决

定应付湘粤办法）。

４﹐２９（三，二○）冯玉祥电京，孙良诚撤兵系因病重。蒋中正即派贺耀组等促冯入京。

４﹐３０（三，二一）

甲、第四路总指挥何键抵衡州，进兵广西。

乙、第六路总指挥方振武自北平抵德州。

５﹐１（三，二二）

甲、蒋中正自汉口回抵南京。

乙、中国宪政党徐勤等电劝桂军将领放弃一党专政之谬误，划两广为实行民治区域。

丙、吉林海龙铁路通车。

丁、山西大同云冈石佛佛头被盗去九十六颗。

戊、南京美领事为４﹐２４美教士遇害事向外交部交涉（７﹐１９及８﹐１６汉口美领事及

驻华美公使为湖南当局办理该案不实，分向湖南交涉署及外交部抗议）。

５﹐２（三，二三）

甲、中日宁案（１９２７﹐３﹐２４）、汉案（１９２７﹐４﹐３）由王正廷与日使芳泽在

南京换文解决（组织中日调查委员会调查日人损失，由中国赔偿并对宁案道歉。芳泽曾两访

蒋中正）。

乙、蒋中正之代表贺耀组到潼关，晤冯玉祥，解释蒋冯冲突之谣言。

丙、吴思豫率宪兵到济南。

丁、驻美公使伍朝枢照会美国务卿史汀生，请善意考虑早日撤销在华领事裁判权事。

５﹐３（三，二四）

甲、国府派陈调元为接收青济特派员，兼代山东省政府主席，方振武代安徽省政府主席，何

成浚、方本仁等十一人为湖北省政府委员，何兼主席，由方代理。

乙、王正廷以济南青岛接收办法通知日本（十五日前完毕高密以西之接收，二十五日前完毕

青岛方面之接收）。

５﹐４（三，二五）

甲、桂军由李宗仁率领自梧州贺县东下，进攻广东。

乙、国府令黄绍竑来京，以伍廷扬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为广西编遣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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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吴敬恒劝黄绍竑等去国，勿与左派勾结。

丁、陈仪任军政部次长，代理部长。

戊、【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中央令停止召集纪念会。

５﹐５（三，二六）

甲、吴思豫率宪兵正式接收济南城，日军退商埠。

乙、粤桂战起，李宗仁在梧州通电，谓承中央委员党国先进及各方同志敦促，组护党讨贼军

南路总司令部，痛诋蒋中正（李与陈公博等已有接洽）。

丙、贺耀组与薛笃弼自潼关回南京，携有冯玉祥致蒋中正书。

丁、门致中与吉鸿昌师克复宁夏。

５﹐６（三，二七）

甲、陈济棠就任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即发表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宣言，出兵西江，

以蒋光鼐为前敌总指挥。

乙、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政治会议委员二十四人为胡汉民、蒋中正、汪兆铭、谭延闿、于右

任、孙科、冯玉祥、叶楚伧、陈果夫、阎锡山、何应钦、丁惟汾、赵戴文、戴传贤、杨树庄、

宋子文、吴敬恒、张人杰、李煜瀛、蔡元培、古应芬、林森、王宠惠、邵力子，另补八人，

李文范、朱家骅、邵元冲、孔祥熙、陈立夫、王正廷、王伯群、薛笃弼。

丙、国府令废除斩刑。

丁、中日宁案协定公布。

戊、德国军事顾问鲍桦尔病卒（１９２７﹐１２初次来华，１９２８﹐１１再至，任总顾问）。

５﹐７（三，二八）

甲、蒋中正发表和平统一宣言，国民应一致拥护已成为中国唯一中心势力中国国民党所构成

之中央政府及政府树立之和平统一政策，军事领袖尤应和衷共济，以谋和平统一政策之切实

施行。

乙、平汉路广水铁桥为冯玉祥军炸毁。

丙、甘肃洮州回民屠杀汉人。

丁、新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抵济南。

５﹐８（三，二九）

甲、中央政治会议第一次会议，推蒋中正为主席。

乙、任命刘峙为湖北各部队编遣特派员。

丙、湘南第四路何键部开始向广西出动。

丁、广州中央银行停止兑现。

戊、外交部照会英、美、法、荷、巴西、挪威六国，拟收回上海临时法院。

５﹐９（四，一）

甲、桂军黄旭初占肇庆，粤军集中三水，东江徐景唐师响应桂军，向广州进攻。

乙、广东海军由舒宗鎏率领响应桂军，为张惠长之空军及炮队所击败，毁伤数舰（旋即为陈

策收复）。

丙、第二路刘峙军向湖北广水一带增防。

丁、烟台刘珍年军占领福山，褚玉璞退走。

戊、朱晖日继任第四师师长。

己、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蔡元培、王宠惠、古应芬、张人杰、林森五人为常委。

庚、中央党部常会改派山东北平党务指导委员。

辛、上海谣传共产党将暴动，由警备司令部宣布戒严，满布军警，巡捕房查封大陆大学（陈

公博主办）

、华南大学及建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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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中华航空公司成立。

５﹐１０（四，二）

甲、济南商埠完全接收，范熙绩之第四十六师开往胶州一带接防。

乙、平汉路仅自北平通顺德，第五路军唐生智部自平津向冀南开动。

丙、何应钦自南京赴汉口。

丁、第五十八师师长邓彦华在汕头被反抗中央之徐景唐枪决。

戊、张人杰、吴敬恒、李煜瀛、蔡元培分电李宗仁劝息战释兵。

己、国务会议议决清华大学改归教育部直辖（原隶外交部）。

５﹐１１（四，三）

甲、冯玉祥电蒋中正表示始终服从中央，并请派员往河南视查真相。

乙、清远桂军由白崇禧指挥，合西江桂军向粤军夹攻，东江石龙徐景唐部亦与陈济棠、蔡廷

锴部激战。

丙、第四路（湘军）第二纵队刘建绪师占领全州。

丁、新民日人劝业公司强占水田与农民冲突，日警即拘捕农民，击毙一人鎗伤数人。

５﹐１２（四，四）

甲、武汉军继续向平汉路开动，平汉车通至广水，蒋中正令驻鄂各军均归刘峙指挥。

乙、冯玉祥军分在开封、郑州、南阳、武胜关、洛阳集中。

丙、日本第三师团长安满钦一及其司令部离济南。

丁、英轮在东西梁山撞沉运兵拖船，死十余人。

５﹐１３（四，五）

甲、蒋中正电冯玉祥，揭破时局内幕，劝冯来京。

乙、方振武到南京，所部向徐州以西开动。

丙、第八路蔡廷锴旅击败徐景唐师，夺回石龙，西江桂军占三水。

丁、福建张贞就中央讨逆军第二纵队总指挥，所部即出发粤东，助陈济棠军。

戊、许崇智、谢持、居正等集香港，与桂系有所接洽。

己、济南日军完全撤退，向青岛集中，胶济路已由范熙绩师接防。

５﹐１４（四，六）

甲、冯玉祥接李宗仁、白崇禧电，即召开军事会议。

乙、冯玉祥代表薛笃弼、刘骥离南京，北平冯系市长何其巩等亦避入医院。

丙、刘镇华电劝冯玉祥出洋，述六不可战。

丁、第五路军唐生智部之一部改向津浦路开动，集中济宁。

戊、孙科到北平。

己、红军第四军朱德入粤东蕉岭、平远（时毛泽东与朱德意见不合）。

５﹐？共产党恽代英煽动四川遂宁第二十八军邓锡侯所属江防军黄隐部旅长邝继勋叛变，称

红军第六路，进占蓬溪（寻走西充）。

５﹐１５（四，七）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女子不分已嫁未嫁，与男子有同等财产承继权。

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陈调元等为山东省政府委员，陈为主席，方振武等为安徽省政府

委员，方为主席。

丙、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矩等通电拥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指责中央

外交、三次代表大会及用人不当，要求蒋中正去职，否则请冯率五十万大军与之周旋。

丁、彰德、信阳之冯军均撤退，冯以孙良诚为开兰警备司令，韩复矩为郑信警备司令，武胜

关隧道及彰河桥被冯军炸毁（传冯因桂军攻粤不利，变更计划）。

戊、冯玉祥电蒋中正，指责中央行动违背编遣会决议案，不承认破坏财政统一责任、及图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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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冀、结合苏俄，如愿去国，即追随同去。

己、第四路军刘建绪师攻占桂林。

庚、第八路军蔡廷锴旅占惠州，徐景唐部北退。

辛、吴思豫率宪兵接防青岛。

壬、波兰代表与外交部长谈中波订约，我不承认前北京政府所订之约。

５﹐１６（四，八）

甲、蒋中正电冯玉祥询问信阳冯军北撤及炸毁武胜关隧道及信阳附近铁桥事。

乙、云南龙云部朱旭、张凤春师会同黔军李燊攻占贵州盘县（贵州主席周西成与桂系相结，

中央命龙云攻之）。

丙、中央党部常会改派辽、吉、黑、热四省及哈尔滨党务指导委员，任周启刚等为中央侨务

委员会委员。

丁、胶济接收委员长崔士杰与日方移交委员谷寿夫签订济南及铁路沿线与青岛日军驻区内兵

器对象移交协议。

戊、中比新约换文。

５﹐１７（四，九）

甲、国民政府电冯玉祥斥责孙良诚、韩复 等之恣肆跋扈行为，令其查明办理，并令各军非

奉中央命令，不得擅动。

乙、孙科在北平谈话，痛诋冯玉祥不脱北洋军阀习气。

丙、何应钦在汉口演说，谓豫陕甘长官受苏俄利用。

丁、蒋中正电韩复矩，查询炸毁武胜关及扣留陇海车辆事。

戊、山东省政府自泰安移济南，陈调元等就职。

５﹐１８（四，一○）

甲、陈济棠部向桂军总攻。

乙、东北军郑泽生部奉令移驻津北、平东。

丙、蒋中正委贺国光为讨逆军第一纵队司令，指挥鄂西各师。

丁、冯玉祥部庞炳勋师炸毁黄河铁桥北段。

戊、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自欧回抵北平，参加奉安典礼。

５﹐１９（四，一一）

甲、蒋中正电冯玉祥辟谣，请严办刘郁芬等，恢复交通，并约期定地会见。

乙、李煜瀛电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请以和平合作为怀，以情理与政

治而求解决。

丙、四川刘湘、刘文辉与同盟军李家钰等战事又起。

丁、江西剿匪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长李文彬收复宁都。

戊、上海英兵殴毙华人张学亮。

５﹐２０（四，一二）

甲、蒋中正在国府纪念周报告冯玉祥部之种种叛逆行动：扣留赈粮，移作军粮，而以军饷购

买枪械，仍存封建思想、地盘主义。胡汉民在中央党部报告，谓冯之恶尤甚于陈炯明、桂系，

乃一伪君子，一变相军阀，不知党纪国纲。

乙、冯玉祥电各国公使领事，谓蒋中正破坏党章，把持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之南京政府

不能代表全国，决予讨伐，并宣布就任西北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丙、中常会议决即召集中央执监全体会议，讨论应付时局方针。

丁、阎锡山电何成浚，主声讨刘郁芬等。

戊、蒋中正委刘镇华为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

己、铁道部裁陇海路督办，停止冯军协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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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日军第三师团长安满钦一率部离青岛，中国海军陆战队五百人上岸。山东日军完全撤退。

辛、兰州小麦每斗二十二元半，白米三十八元，小米三十元。

壬、江西剿匪军第十二师张兴仁旅进至兴国。

５﹐２１（四，一三）

甲、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传贤等电责冯玉祥部将领，谓蒋主席公忠体国，毫无独裁，

决翦除党国奸顽，力振纲纪。

乙、张学良电何成浚，斥冯部将领。

丙、中央飞机开始侦察豫境冯军行动。

丁、陈济棠大破桂军白崇禧等于广州近郊大塘，俘王应榆。

戊、第十五师李明瑞部自汉口开抵上海，南援广东。

己、福建张贞师入粤东大埔，进攻潮汕。

５﹐２２（四，一四）

甲、韩复矩、石友三、马鸿逵自洛阳通电，服从中央（韩与冯玉祥早有意见，上月在汉口时

已归心中央，尤不愿放弃河南地盘，随冯西退）。

乙、何应钦由汉口乘飞机到南京。

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任唐生智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丁、龙云、李燊军败周西成军，占领贵州关索岭。

戊、汉口日军司令声明本月三十一日完全撤退汉口日军。

己、孙中山遗体移于铜棺。

５﹐２３（四，一五）

甲、中央常务会议议决永远开除冯玉祥党籍，革除其中央执行委员、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

府委员等职，所有下讨伐令以及关于军事政治处置，均授国民政府全权办理。

乙、阎锡山电劝冯玉祥忍耐，解除兵权，还之中央，并愿陪同去国。

丙、韩复矩电蒋主席表示服从，蒋覆电嘉奖，令豫陕甘各军均归其指挥，并任石友三为讨逆

军第十三路总指挥。

丁、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通电拥护中央，斥责冯军。

戊、红军第四军朱德、毛泽东（约三千人）自江西瑞金再入闽西，占领汀州、上杭，本日占

领龙岩，闽军陈国辉走漳州，当地共党邓子恢、张鼎丞、傅柏翠等应之。

己、中常会议决以陈耀垣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庚、土耳其代办福德培到京。

５﹐２４（四，一六）

甲、国民政府令褫去冯玉祥本兼各职，协缉拿办。

乙、蒋主席发告西北将士书，谓冯玉祥反复挟诈，勿为其利用。

丙、何应钦、刘峙、朱绍良、张发奎等通电讨伐冯玉祥。

丁、韩复矩部因冯玉祥部之压迫，自洛阳退集郑州（韩部两团复投冯）。

戊、国府任朱培德代理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己、国府明令奖陈济棠、陈铭枢等击败桂军之功。

庚、陈济棠军占清远，并克肇庆。

辛、龙云、李燊占贵州安顺。

壬、何应钦自南京回汉口。

癸、陈铭枢自香港回广州。

子、江西剿匪军前敌指挥官李文彬收复瑞金，红军东走水口上杭。

５﹐２５（四，一七）

甲、蒋中正向冯玉祥作最后忠告，劝其出洋，重辟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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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冯玉祥电覆阎锡山，愿下野出洋（冯已离潼关）。

丙、中央宣传部发告同志及民众书，宣布冯玉祥罪状。

丁、石友三就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职。

戊、甘肃冯军吉鸿昌师续向回军进攻。

己、陈调元就山东省政府主席。

庚、蒋中正委田颂尧为讨逆军第十二路总指挥，邓锡侯为第十四路总指挥。

辛、龙云、李燊军占领贵州兴阳。

壬、公布民法总则。

５﹐２６（四，一八）

甲、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灵榇自北平移往南京。

乙、阎锡山覆冯玉祥，请即来晋，共同出洋。

丙、唐生智、李品仙、何成浚等通电讨冯玉祥。

丁、何键到桂林，进攻梧州。

戊、红军第四军朱德占福建永定，张鼎丞任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

己、江西剿匪军李文彬旅抵汀州（旋撤回瑞金会昌）。

５﹐２７（四，一九）

甲、哈尔滨军警以第三国际在苏俄总领事馆召开共产宣传会议，密谋破坏中东铁路，扰乱中

国，下午二时实行搜查，拘捕三十七人，获得大批文件，扣留总领事梅里尼可夫。

乙、五院院长谭延闿、胡汉民等电劝冯玉祥部下将领，勿为冯利用。

丙、冯玉祥电阎锡山，谓下野宣言已拟就，惟赴晋不便，宿疾未愈，稍后就道。

丁、冯玉祥通电下野，声明入山读书。

戊、韩复矩军与冯军庞炳勋等激战于偃师、登封，韩军退禹州。

己、石友三通电与韩复矩一致行动，拥护中央。

庚、第二路军刘峙部开信阳。

辛、鄂西胡宗铎旧部程汝怀、李石樵、尹承纲等师被解散。

壬、龙云滇军及李燊军占贵阳，周西成受伤身死。

癸、蒋中正自南京到蚌埠，迎孙总理灵榇。

子、参加总理奉安各国专使自北平南下（荷使欧登科、德使卜尔熙、比使华洛思、西使嘎利

德、美使马慕瑞、法使玛泰尔、义使华雷、挪代办欧勒、葡代办福南德、瑞典代办李用赫福、

古巴代办嘎利嘎、丹代办艾克福、英日使时均在上海。又孙中山友人犬养毅、头山满、萱野

长知等亦于是日抵南京）。

丑、国府定六月三日为禁烟纪念日。

５﹐２８（四，二○）

甲、阎锡山电促冯玉祥即日莅晋，及早偕行出洋，并谓即赴运城候驾。

乙、孙总理灵榇运抵南京。

丙、毛泽东朱德红军自福建龙岩退往坎市、永定、上杭、连城（

美国医生 C。H。Holleman被虏）。

５﹐２９（四，二一）

甲、蒋中正电阎锡山，谓亦愿出洋。

乙、阎锡山调平津晋军增防晋南，由李培基指挥，刘镇华军亦向豫北开拔。

丙、蒋中正委马廷勷、马鸿逵为讨逆军第十五路正副总指挥，马廷贤、马仲英为纵队司令。

５﹐３０（四，二二）

甲、阎锡山电劝蒋主席不可言去。

乙、阎锡山携眷自太原往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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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上海民国日报报馆为大陆大学学生捣毁。

丁、陕西瘟疫流行，北部死人尤多。

５﹐３１（四，二三）

甲、苏俄代理外长加拉罕向中国代办夏维崧严重抗议５﹐２７事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

交还一切文件财物。

乙、日、英、西、葡、荷、比、捷克、土、巴、德、义、挪、瑞典、美、波、法、古、丹十

八国专使及教宗代表刚恒毅大主教觐见蒋主席，并于中央党部公祭总理。

丙、传日本驻华使馆将升格为大使馆，美法相商决从缓。

丁、阎锡山自太原到运城，即派朱绶光、贾景德与冯玉祥代表丁春膏赴华阴迎冯。

６﹐１（四，二四）

甲、孙中山灵榇安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央各委员各国专使均恭送，各地分别举行安葬纪念会

（宋庆龄即往上海）。

乙、唐生智被任为军事参议院长。

丙、丹麦政府批准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签订之中丹友好通商条约（

６﹐４？）。

丁、汉口日军撤退。

戊、石友三到许昌就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

己、闽军卢新铭收复永定。

６﹐２（四，二五）

甲、阎锡山电蒋主席谓通缉令如不取消，冯玉祥恐未肯东行。

乙、阎锡山表示如冯玉祥如约出洋，可和平统一，否则惟有中央之命是从。

丙、第八路军及陈策之海军占领梧州，第十五师李明瑞、第五十七师杨腾辉部相继由西江入

桂。

丁、苏俄驻沈阳总领事库次聂索夫、哈尔滨副领事兹南门斯基？中东路俄理事斯洛斯赤在满

洲里被捕。

戊、罗文干、高士毅、端讷、Oustroumoff商接管中东路问题，主慎重。

６﹐３（四，二六）

甲、苏联外次加拉罕警告中国代办夏维崧，不可再有挑拨行动与违反条约之事。

乙、日使芳泽、德使卜尔熙、义使华雷相继于今日呈递国书。

丙、中常会议决六月十五日召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

丁、朱培德、唐生智、杨树庄分就参谋总长、军事参议院长、海军部长职。

戊、阎锡山代表朱绶光等自华阴返运城，冯玉祥派曹浩森随行。

己、各地举行林则徐禁烟九十周年纪念。

６﹐４（四，二七）

甲、行政院会议议决设国立青岛大学。

乙、汉阳兵工厂失火。

丙、南京造币厂失火。

６﹐５（四，二八）

甲、中东路苏俄理事长向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抗议搜索领事馆事。

乙、第四十七师王金钰部（孙传芳旧部）自宣化开兖州，归第五路唐生智指挥。

丙、第八路军李明瑞师占广西藤县。

丁、财政部长宋子文赴粤。

戊、中政会议决以张荫梧为北平特别市长。

６﹐６（四，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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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中正电唐生智，准撤消靳云鹗通缉令（十一日正式下令）。

乙、西湖博览会开幕。

丙、东北铁路委员会主席高士毅自沈阳赴南京，商中东路问题。

６﹐７（五，一）

甲、国务会议议决：（一）贵州省政府主席周西成免职查办。（

二）以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伍廷扬免，李明瑞任广西编遣特派员。（三）以石青阳为

滇康边界屯垦特派员。（四）以胡庶华为同济大学校长。

乙、蔡元培辞国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

丙、唐生智、何成浚携蒋中正之亲笔函自北平往太原，商对冯玉祥军事。

丁、方振武、贺耀组、钱大钧相继到郑州，晤韩复 、石友三，韩石代表亦到北平南京。

戊、第四路军刘建绪师占柳州。

己、北平电话工人罢工。

６﹐８（五，二）

甲、阎锡山自运城返太原，与何成浚、唐生智等会商对冯玉祥问题，仍由阎促冯出洋，一面

准备军事。

乙、王宠惠启程赴欧，出席海牙国际法庭。

丙、全国反日会改名为全国国民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

丁、四川刘湘击败同盟军李家钰等。

戊、平汉路通车，黄河盘渡。

６﹐９（五，三）

甲、何成浚、唐生智、刘镇华自太原电冯玉祥，劝早离陕甘（阎锡山不主对冯用兵）。

乙、苏俄军包围捣毁黑河等处中国领事馆。

丙、张嘉森在上海被绑（约二十释放）。

６﹐１０（五，四）

甲、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胡汉民、蒋中正、谭延闿、戴传贤、孙科为

主席团。

乙、方振武、钱大钧、贺耀组偕韩复矩代表马鸿逵到南京。

６﹐１１（五，五）

甲、二中全会第一次正式会议，议决（一）革除冯玉祥中央执行委员，以王伯群递补。（二）

推定军事、党务、政治、建设四组审查委员。

乙、吴敬恒电劝冯玉祥出洋，并勿容共。

丙、冯玉祥电阎锡山等，俟所部欠饷有着，事无他虑，即出洋。

丁、土匪围攻洛阳。

６﹐１２（五，六）

甲、二中全会政治党务审查组联席会议议决训政时期为六年。

乙、河北省九十余县民众代表向省政府请愿，取消八厘公债及苛捐。

丙、天津电车工人罢工。

６﹐１３（五，七）

甲、沈阳苏俄领事向张学良抗议搜查哈尔滨领事馆事。

乙、苏俄增兵大黑河。

丙、冯玉祥电复吴敬恒，否认与共产党有关。

丁、冯玉祥代表曹浩森、丁春膏、邓哲熙到太原。

戊、傅作义就任讨逆军第十六路总指挥。

己、徐景唐部自大埔入福建平和，粤军蒋光鼐第三师入潮汕。



- 665 -

庚、第四路军周斓师占广西柳城。

辛、内蒙各盟旗向中央请愿维持盟旗制度，确定王公盟长权力地位等六事。

６﹐１４（五，八）

甲、二中全会议决：（一）于最短期间加紧废除不平等条约工作，（二）厉行禁烟，（三）统

一币制，（四）革新财务行政制度，（

五）限三个月内五院完全成立。

乙、黑龙江军增防漠河、瑷珲等处。

６﹐１５（五，九）二中全会议决：（一）训政时期党务计划，（二）分区剿匪，（三）限明

年六月编遣完竣，（四）确定农业政策，（五）训政时期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底完成，（六）

二五减租案由内政部于本年底将各省田租额数，农人生活概况，调查完竣，为实施基础。

６﹐１６（五，一○）

甲、蒋中正发表告同志书，在国家统一未臻巩固之时，非放弃职责之念。

乙、何成浚、唐生智等自太原返北平。

丙、安徽寿州发现红军第二十军番号，组织苏维埃政府（颍上亦因反对县长，有暴动事件）。

６﹐１７（五，一一）二中全会议决：（一）八年内完成粤汉、陇海、新陇三铁道，（二）五

年内完成导淮治河工程，（三）定期停止试行大学区制（七月及九月分别停止），（四）建设

委员会所管无线电归交通部管辖，（五）通过治权行使规律案，（六）通过人民团体组织法，

（七）举行蒙藏会议，（八）通过统一铁路行政案。

６﹐１８（五，一二）

甲、二中全会议决：（一）接受常务委员会处理冯玉祥事件报告，（二）整理发展全国教育案，

（三）

通过大会宣言，即举行闭幕式。

乙、第四路军吴尚、刘建绪、周斓三师在柳州为桂军白崇禧所败，退永福平乐，损失颇巨。

丙、冯玉祥电阎锡山，即赴运城。

６﹐１９（五，一三）

甲、唐生智自北平赴徐州，与韩复矩军接洽换防。

乙、红军第四军朱德毛泽东大败闽军陈国辉旅，再占福建龙岩，成立闽西省苏维埃政府，邓

子恢为主席。

６﹐２０（五，一四）

甲、特派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

乙、长沙因传共产党定期暴动，特别戒严。

丙、广西吕焕炎、梁朝玑与俞作柏、李明瑞合作，黄绍竑离南宁。

丁、第四路军何键师退出桂林。

戊、海军部长杨树庄与英使蓝浦生订立海军协定。

己、鄂西神兵陷利川。

６﹐２１（五，一五）

甲、冯玉祥自华阴到山西运城。

乙、石友三部自许昌移亳州。

丙、红军贺龙部占鄂西鹤峰。

６﹐２２（五，一六）

甲、国府令第十三路总指挥龙云处理贵州军民各政，并开复李燊第四十三军长原职。

乙、第十五师李明瑞部占桂平，韦云淞降。

丙、山东顾震部在即墨被解决。

６﹐２３（五，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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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中正偕吴敬恒、赵戴文、孔祥熙等自南京北上，与阎锡山会商时局。

乙、鄂西神兵杀长阳县长，劫监狱。

６﹐２４（五，一八）

甲、唐生智到郑州，韩复矩部移防山东。

乙、外交部照会瑞典代办雷尧武德，提议重订新约。

６﹐２５（五，一九）

甲、蒋中正到北平，并电慰冯部将领。

乙、冯玉祥到太原，阎锡山再电国府请辞职出洋。

丙、行政院会议决定北平及浙江两大学区限本年暑假停止，中央大学区年底停止。

丁、沈阳对苏会议终了。

６﹐２６（五，二○）

甲、谭延闿、胡汉民等五院长电劝阎锡山取消出洋之议。

乙、蒋中正派孔祥熙、赵戴文、吴敬恒赴太原，对冯玉祥不究既往。

丙、中政会通过任命曾如柏、李明瑞等为广西省政府委员，韩复矩、张钫等为河南省政府委

员，韩仍任主席，马福祥为青岛特别市市长。

６﹐２７（五，二一）

甲、阎锡山通令所部各军回复平时状态。

乙、蒋中正向记者宣布，中央对冯玉祥决不究既往。

丙、第十五师李明瑞等占领南宁（李宗仁等走龙州）。

丁、奉天日人武力拆毁沈阳附近之北宁铁路。

６﹐２８（五，二二）

甲、孔祥熙、赵戴文、吴敬恒赴晋祠晤冯玉祥。

乙、国务会议任唐生智为编遣委员会编组部主任。

丙、龚浩任第五十一师师长。

丁、日内阁将与去年六月四日皇姑屯炸车案有关之村冈司令、河本大佐等免职。

６﹐２９（五，二三）

甲、蒋中正派第十二师长金汉鼎为粤闽赣三省剿匪总指挥，负责剿除朱德、毛泽东及徐景唐

部。

乙、湘西陈渠珍部进攻占据桑植之红军贺龙失利，团长向子云阵亡。

６﹐３０（五，二四）

甲、阎锡山到北平，蒋中正劝勿出洋。

乙、西北将领刘郁芬等到太原。

丙、第四路军（湘军）反攻桂林平乐。

丁、芜湖新编第七旅第一团陈国材（旧桂军）叛变。

７﹐１（五，二五）

甲、黑龙江呼海铁路举行全线通车典礼（完全自筑铁路，共长五百里）。

乙、日本发表处分张作霖被炸案有关人员。

７﹐２（五，二六）

甲、阎锡山坚持出洋，今入医院。

乙、中央党部常委再电留阎锡山。

丙、日本政友会田中义一内阁辞职，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成立，币原喜重郎任外相。

７﹐３（五，二七）

甲、蒋主席发表谈话，谓党内不应有小组织。

乙、湘军（即第四路军）奉令自广西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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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五，二八）

甲、阎锡山电国府及中常委，请准放行。

乙、周西成旧部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毛光翔等攻入贵阳，滇军及李燊因内哄败退。

丙、英怡和公司昌和轮在湘潭撞沉民船三只。

７﹐５（五，二九）

甲、国府令取销冯玉祥通缉令。

乙、阎锡山决暂缓出洋，俟二、三集团军编遣竣事再与冯玉祥去国。

丙、任朱绍阳为驻芬兰公使。

丁、驻旧金山副领事高英夫妇私带鸦片二千二百九十九磅，被美人查出。

７﹐６（五，三○）

甲、国府慰留阎锡山。

乙、红军第五军彭德怀占赣西遂川、宁冈（八月火并袁文才、王佐于永新，一说袁王系于毛

泽东离井冈山前被杀）。

丙、汉口日人殴毙水杏林案解决，日领事书面道歉，并抚恤四千六百元，复口办法另定。

７﹐７（六，一）张学良到北平谒蒋中正，商对俄问题，阎锡山亦与张晤谈。

７﹐８（六，二）

甲、阎锡山出医院，电覆国民政府，声明于编遣办理完竣，再出洋游历。

乙、上海南京间航空邮递开始。

７﹐９（六，三）

甲、蒋中正、阎锡山、张学良会于北平西山。

乙、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以范其光代郭宗熙为该路副局长。

７﹐１０（六，四）

甲、上午外交部长王正廷到北平（驻俄代办朱绍阳同行），下午与蒋中正、张学良商东北对

俄问题。

乙、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接收中东路电报处，解散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封闭苏俄远东国家

贸易局等，封闭苏俄商务处，并由中东路督办吕荣寰将该路局长俄人叶米沙诺夫、副局长艾

斯孟德免职，以华籍副局长范其光继任局长。俄人被拘者约二百余（传此举系吕荣寰主动）。

丙、蒋中正离北平南下。

丁、王金发匪军陷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遭劫。

７﹐１１（六，五）

甲、中东路督办吕荣寰发表苏俄破坏奉俄协议宣言。

乙、阎锡山、张学良离平，分返太原、沈阳。

丙、云南胡若愚等攻昆明，与龙云相战（龙运炸药失慎，死伤数十人）。

丁、粤军徐景唐部在赣南被解决。

戊、中常会议决停止试行中央大学区。

７﹐１２（六，六）

甲、国府令取消战时准备，切实进行编遣。

乙、红军第五军彭德怀等猛攻赣西安福（一说安福被占）。

７﹐１３（六，七）

甲、苏俄为中东铁路问题向中国发最后通牒，要求（一）先由双方会议解决该路争点，（二）

中国立即取消对该路之片面行动，（三）释放被拘俄员，停止排挤俄人及苏俄团体之行动，

限三日内圆满答复。

乙、吉林、黑龙江军队分向绥芬河、满洲里一带出动。

丙、蒋中正在徐州召集韩复矩、石友三、方振武、唐生智、贺耀组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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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４（六，八）

甲、沪共产党数百人（多为学生）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击毁电车汽车，被捕二十七人。

乙、陇海路车在开封附近出轨，死十余人。

丙、蒋中正回抵南京。

７﹐１５（六，九）

甲、苏俄扣留中东路货车，并在边地备战，莫斯科有示威游行。

乙、张学良在北戴河小住（传张对７﹐１０之事颇不谓然，同时并得知丧子消息，遂暂留北

戴河）

。

丙、日使芳泽奉召离北平回国。

丁、镇江利苏公司之奔牛小轮在焦山附近汽炉炸裂，死伤数十人。

７﹐１６（六，一○）

甲、外交部覆苏俄通牒，谓处置中东路为防止反动宣传，如苏俄能释放被捕华侨，保护旅俄

中国侨商及团体，中国对于此次被逮苏俄人员及查封之机关，可予以适当待遇，中东问题可

商洽合理合法之解决（７﹐１７由驻俄代理代办夏维崧转）。

乙、四川共产党邝继勋、恽代英在西充组织苏维埃。

丙、张钫电告豫西二十余县被匪焚劫，无一完土。

７﹐１７（六，一一）苏俄通牒对中国断绝国交，撤回全部外交商务代表及中东路俄员，断

绝中俄铁路交通，令中国驻俄代表（夏维崧等）立即出境，并声明仍保留１９２４中俄及奉

俄协定中之一切权利。

７﹐１８（六，一二）

甲、张学良离北戴河回辽宁（７﹐２１抵沈阳）

。

乙、王正廷由青岛南下。

丙、美国务卿史汀生与中国公使伍朝枢及英法日大使会商中俄问题，并特别向伍朝枢指出中

国行为有背１９２４中俄协定，美无意调解。

丁、加拉罕告法国大使，苏俄在满洲边境采取军事措施乃出于无奈。

７﹐１９（六，一三）

甲、外交部发表对俄宣言，于自卫范围内贯澈非战公约之精神，并宣布苏俄在中国境内宣传

共产，煽动内乱证据，及现在破坏责任。

乙、国务会议决定遣送苏俄使领人员出境，中国在俄人员一律召回，在俄华侨托德国保护。

丙、俄赤卫军向满洲里、绥芬河进犯，莫斯科赤军动员。

丁、北平哈尔滨等处俄使馆人员及领事均下旗回国。

戊、日外相币原分晤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及俄大使，盼双方和好（日外次今日告美代办，日

无意干预中俄纠纷）。

己、法外长白瑞安约晤中俄公使大使，调停中俄问题。

庚、派朱绍阳为商订中芬通商航海条约全权代表。

辛、豫匪陷伊阳。

７﹐２０（六，一四）

甲、蒋中正电全体及西北将士，努力一致拒俄。

乙、苏俄扣留航行黑龙江之中国商轮三艘，并拘捕华人。

丙、法国驻美大使告伍朝枢，白瑞安可居间转递中国致俄文书。并谓就公约论，中国处于不

利地位。

丁、外交部接驻德公使蒋作宾电，苏俄愿与中国谈判，反对第三者参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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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河北大雨，永定河决口六十余丈。

７﹐２１（六，一五）

甲、苏俄增军集中尼布楚。

乙、法国驻俄大使照会加拉罕，法愿调解中俄争端。

丙、海参崴华侨千余被苏俄拘禁。

丁、济南共产党越狱逃脱七人。

戊、招商局【新康】轮在山东角成山头被日本邮船会社龙野丸撞沉，溺死五十七人。

７﹐２２（六，一六）

甲、满洲日军司令不许南满铁路装运中国军队及军械，亦不许中国军队通过南满铁路附属地。

乙、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奉张学良命晤俄总领事梅里尼可夫，愿释放被捕俄人，中东路副局

长由俄委派，尽早举行中俄代表会议解决中东路争端，梅里尼可夫仅允转达俄外部。

丙、孙科北上视察中东路。

丁、加拉罕覆法大使，拒绝法国调解，中国必须先行恢复中东路原状，再依照苏俄７﹐１３

通牒成立协议。

戊、美使马慕瑞邀集英法日代办在北平美使馆会议中俄事件。

己、驻美公使伍朝枢覆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之和平建议，中国愿尽力遵守非战公约之宗旨。

庚、国府任李鸣钟为编遣委员会遣置组主任。

７﹐２３（六，一七）

甲、外交部训令驻俄使领下旗回国。

乙、中东路俄人煽动罢工，被捕数十人。

丙、日外务省决议对中俄问题，不轻于行动。

丁、大清河决口十一处，附近各县成泽国。

７﹐２４（六，一八）

甲、日本参谋本部及陆军省决定，中俄未开战之际，解除武装之华军及军需品准由南满铁路

运送。

乙、驻哈尔滨俄国总领事梅里尼可夫赴长春晤张作相。

丙、西北将领宋哲元、刘郁芬等通电，愿为国效命（中央寻派熊斌北上，先晤冯玉祥，再到

西安邀宋刘来京）。

丁、中政会通过任阎锡山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辞不就）。

戊、孙科抵北平。

己、非战公约于本日起发生效力。

７﹐２５（六，一九）

甲、俄飞机侵入满洲里附近中国领空，并有炮声（我军奉命不准还击）。

乙、哈尔滨俄总领事梅里尼可夫奉加拉罕命通知蔡运升，大致同意其７﹐２２条款，但中东

路须依１９２４中俄及奉俄协议处理（是日梅离哈返俄）。

丙、美国务卿史汀生向英法德义日提议由中立国组织调查委员会，和解中俄纠纷。

丁、孙科在北平历访公使团，谓中俄将直接在柏林商谈。

戊、王正廷宣称中国准备与苏俄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

己、苏驻日大使对日外相币原表示，不愿第三国调停中俄争执。

庚、红军第四军朱德、毛泽东攻福建上杭。

７﹐２６（六，二○）

甲、外交部派朱绍阳为中俄会议中国代表。

乙、上海共产党人百余示威，散发传单，高呼口号。

丙、刘珍年就任山东省政府委员，自８﹐１起交出胶东，用人、税收均归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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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７（六，二一）

甲、张学良任张作相为国防司令，万福麟副之。

乙、东海县党部执委陈嗣衡、工会常委张劲枢被第四旅长谭曙卿枪毙。

丙、河南省政府委员张钫电请刘镇华剿办横行数十县之土匪。

丁、曹万顺代岳维峻任新编第一师长，陈诚继曹任第十一师长。

７﹐２８（六，二二）

甲、俄军占满洲里西十八里小站，我军未抵抗。

乙、日人在长春、珲春等处增兵四千余人。

７﹐２９（六，二三）

甲、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中东路董事李绍庚赴满洲里。

乙、张学良函加拉罕，建议中俄派遣代表会商中东路问题，依中俄及奉俄协议处置，互释被

捕人员。

丙、日本宣布对华无侵略之意，惟在华之合法正当权利必须保护。

丁、秘鲁公使卜尼迈逊递国书。

戊、湖南及河北大雨成灾。

７﹐３０（六，二四）

甲、蔡运升抵满洲里，约晤梅里尼可夫。

乙、鹿锺麟、薛笃弼、熊斌等应蒋中正召，自上海返南京。

７﹐３１（六，二五）

甲、中政会准李济琛恢复自由。

乙、明日为赤色国际日（亦十六年南昌暴动日）

，共产党拟举行暴动，各地严加防范（上海南区共党总机关破露，连日均有捕获）。

丙、孙科对北平记者谈话，苏俄以在国际孤立，内部多事，不致冒战争危险，而愿早日直接

谈判，但中东路必须归中国管理，反对美英日法建议，以免流于共管。

丁、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在满洲里开始会议。

８﹐１（六，二六）

甲、编遣实施会议开幕，到蒋中正、胡汉民、何应钦、赵戴文、何键、刘峙、鹿锺麟、唐生

智、张之江、李鸣钟、刘镇华、朱培德、方振武、石友三、朱绶光、周玳、陈调元、曹浩森、

王树常等，蒋、胡致开会词。

乙、编遣实施会第一次大会通过裁留标准。

丙、蔡运升将７﹐２９张学良致加拉罕函面交梅里尼可夫。当日加拉罕电覆张学良，指摘该

函内容与７﹐２２蔡氏建议不符，坚持其７﹐２５要求。

丁、本日为中共南昌暴动两周年纪念，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北平、济南、长沙等处均

特别警戒，防共产党暴动（上海有骚扰，捕十余人）。

戊、中国宪政党发表时局宣言，指责国民党以往之联俄容共，促即取消党治。

８﹐２（六，二七）满洲里会议，梅里尼可夫将加拉罕覆张学良函交蔡运升，指责该函与７

﹐２２蔡氏建议不符，坚持７﹐２５要求，中东路须恢复原状。

８﹐３（六，二八）

甲、何成浚到太原，劝阎锡山就任西北边防司令长官。

乙、四川綦江人民因不堪郭汝栋军之压迫，发生暴动。

８﹐４（六，二九）

甲、中俄满洲里会议，俄方要求先行任命俄人为中东路局长，再举行正式谈判，中国拒绝。

乙、绥芬河俄军向东宁县城射击。

丙、孙科自北平抵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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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红军第五军彭德怀、黄公略占江西修水。

８﹐５（七，一）

甲、外交部电非战公约签字国，准备于可能范围内与苏联解决纠纷。

乙、朱绍阳过哈尔滨赴满洲里办理中俄交涉。

丙、编遣实施会第六次大会，议决在编遣期内全国军费每月一千八百八十四万元，财政统一

中央。

丁、第十三师万耀煌旅败红军，进驻湖北黄安。

戊、陈独秀致书中共中央，指摘其政策错误。

８﹐６（七，二）

甲、行政院会议决议：（一）请国府派知兵大员剿朱德、毛泽东等。（二）北京大学、北平师

范大学、北洋大学独立。（三）李石曾兼任北平研究院院长。

乙、财政部长宋子文因编遣费困难，请辞。

丙、编遣实施会闭幕。

丁、俄人谋破坏中东路，拆轨炸桥，未果。

戊、辽宁大水为灾，各路线均不通车。

己、永定河又决口四十余丈，北运河亦危险。

庚、苏俄以白鲁杰（即嘉伦）为特别远东红军司令。

８﹐７（七，三）

甲、苏俄赤军屡袭札兰诺尔、满洲里，并继续向中俄边地集中军队。

乙、朱绍阳电苏俄外交次长加拉罕，请派代表东来，或由朱西去商谈。

丙、蒋中正到上海挽宋子文（传蒋亦辞职）。

丁、红军贺龙攻湘西慈利。

戊、山东长山大丁王庄皈一道老巢攻破，皇帝马士伟逃。

己、东明县境黄河决口。

８﹐８（七，四）

甲、中俄满洲里会议不成（俄代表梅里尼可夫赴赤塔），俄态度强硬，并派飞机三十余架示

威。

乙、苏俄外交次长加拉罕拒朱绍阳赴俄及俄代表东来，坚持旧有主张。

丙、红军朱德占福建宁洋。

丁、驻九江之第七师（王均部）一部哗变。

８﹐９（七，五）

甲、苏驻日大使向日外相声称，中国不恢复中东路原状，不能开始和平谈判，请日方谅解。

乙、满洲里谈判不成（俄要求以其７﹐１３通牒为谈判基础），朱绍阳回哈尔滨。俄军向满

洲里发炮，并大捕华商华轮。

丙、中东路轨（哈埠附近）被毁，货车颠覆。

丁、辽宁凤凰日兵包围县署。

戊、红军朱德占福建漳平。

己、上海工部局在吴淞路武装保护越界筑路。

８﹐１０（七，六）

甲、张学良派穆春为满洲里警备司令。

乙、美、英、法、荷公使照会外部（复４﹐２７照会），不允立时撤消领事裁判权。

丙、国府调任商震为山西省政府主席，以徐永昌为河北省政府主席（阎锡山所请，事先未经

中政会通过）。

丁、戴传贤访宋庆龄于上海，劝勿反对政府，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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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七，七）

甲、苏加拉罕声明未与中国进行任何谈判。

乙、满洲里附近发生前哨战，双方略有伤亡。

丙、编遣会定全国分区剿匪，限三个月内肃清。

丁、上海共产党人又聚集活动。

８﹐１２（七，八）

甲、俄飞机在吉林边境抛掷炸弹，俄舰占领黑省绥滨县之中兴镇。

乙、蔡运升奉张学良训令，通告俄方，请于三日内再开谈判。

丙、驻德公使蒋作宾奉命询德外交部以解决中俄纠纷意见。

丁、王正廷谓对俄始终抱镇静态度。

戊、云南龙云部（卢汉师）占大理（反龙云之张汝骥于元谋阵亡，一说于１９３１﹐１﹐１

８被俘，胡若愚北渡金沙江，龙部追至川边大渡河，胡部完全失败）。

８﹐１３（七，九）

甲、俄军攻陷黑龙江鸥浦县。

乙、外交部电朱绍阳停止对俄谈判。

丙、藏番陷巴安，进攻打箭炉（传由英人主使）

。

丁、国府令禁邮电工人自由罢工怠工。

戊、国府通缉黄绍竑及温树德。

己、中共中央通告肃清党内反对派与机会主义。

８﹐１４（七，一○）挪威代办欧勒照会外交部，不允即撤消领事裁判权。

８﹐１５（七，一一）

甲、张学良动员六万人防俄，派王树常、胡毓坤分任东西两路总指挥。

乙、加拉罕发表声明，谓目前中东路业务已全部陷于混乱，俄方不负任何责任。

丙、朱绍阳、蔡运升、李绍庚自满洲里回哈尔滨。

丁、中常会撤河北省党部执委，改派徐永昌、温寿泉等为整理委员；又改派东三省及哈尔滨

党务指导委员。

戊、南京停止新闻检查。

己、粤军陈维远旅克永定，毛泽东率红军第四军第一、第四两纵队（林彪、傅柏翠）退走。

８﹐１６（七，一二）

甲、俄军炮击满洲里。

乙、俄军攻陷黑龙江卡伦。

丙、外部电驻德公使，请德政府转询俄军暴行是否系由苏俄政府命令。

丁、外交部向非战公约签字国宣布中俄交涉经过及中国态度。

戊、国务会议：（一）任鹿锺麟署军政部长，（二）派伍朝枢、蒋作宾、高鲁为出席国际联盟

会议代表，（三）任鹿锺麟、唐生智、朱培德为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

８﹐１７（七，一三）

甲、俄军万余猛攻札兰诺尔（谋截断海拉尔与满洲里间交通）。

乙、俄人在哈尔滨附近炸死铁路职工三人。

丙、何成浚自北平赴辽宁，接洽对俄问题。

丁、蒋中正电海外华侨，劝募编遣库券。

戊、国府明令禁止招兵。

己、擅杀东海县委之第四旅长谭曙卿在南京被拘。

８﹐１８（七，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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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俄军陷吉林东宁县（旋又为我军夺回），密山亦被侵占，札兰诺尔仍在激战。

乙、日军在沈阳四周演习示威。

８﹐１９（七，一五）

甲、苏俄请德大使馆转告中国政府，谓中国编组之俄人白军一再越境攻击，中国当局应予缴

械，并制止华军侵犯俄领土。

乙、外交部电伍朝枢向非战公约各国再报告俄军侵占我国边境，以明责任。

丙、行政会议议决任朱绶光为军政部政务次长，张惠长为航署长。

丁、张贞师克漳平、宁洋，朱德率红军第四军二、三两纵队（吴胡伍中和）退走。

８﹐２０（七，一六）

甲、俄铁甲车攻满洲里，被击退。

乙、驻美公使伍朝枢晤美国务卿史汀生，说明中俄纠纷原因。驻德公使蒋作宾试与苏俄谈判。

丙、蒋中正召何应钦、鹿锺麟、方振武、唐生智、朱绶光、韩复矩等，商对俄问题。

丁、蒋中正通电全国，请民众督促编遣。

８﹐２１（七，一七）

甲、长春日军不准吉林运兵火车通过。

乙、张作相任防俄军总司令，万福麟副之，王树常、胡毓坤为第一、第二军长。

丙、中政会通过（一）任李培基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二）中政会八组委员名单。

丁、红军第五军彭德怀占江西万载（一作８﹐３０）。

戊、四川红军邝继勋部被邓锡侯、黄隐在西充击溃东走（旋入湖北）。

８﹐２２（七，一八）

甲、围攻绥东之俄军被击退，西路俄铁甲车又侵入满洲里。

乙、北平日使馆声明，中国在南满铁路运兵并无留难，惟须照章纳费。

丙、外交委员会讨论对俄方针，仍主和解决，但须谨慎应付。

丁、广东西江香港风灾甚巨。

８﹐２３（七，一九）

甲、日本继续向辽宁增兵。

乙、俄军陷吉林密山。

８﹐２４（七，二○）

甲、外交部再请德政府诘问俄军行动。

乙、中俄绥芬河战事沈寂，札兰诺尔我军团长陈志新阵亡。

丙、阎锡山召所部各师长在太原开第三区编遣会议。

丁、商震离平赴太原。

戊、红军朱德占福建德化。

８﹐２５（七，二一）

甲、俄国特别远东军总司令白鲁杰（嘉伦）抵伯力。

乙、中央党部调查党员总数为七十九万余人，计各省二十万二千三百二十一人，各军十七万

二千九百九十人，海外四十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人。

８﹐２６（七，二二）

甲、俄军洗劫黑龙江室韦县各村。

乙、苏俄答复德政府质问，谓华军助白党侵俄。

丙、王正廷对外报记者声明中国仍遵守中俄协议。

丁、红军第五军彭德怀、黄公略占江西分宜，县长被擒。

戊、南京军械库（汉西门内老米仓）子弹爆裂。

８﹐２７（七，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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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驻德公使蒋作宾向德国外交部致送中俄共同宣言稿本，请代征俄国同意。（一）即派全

权代表按照中俄协议解决一切问题，（二）中东路现状依中俄奉俄协议解决，（三）苏俄推举

新局长副局长由理事委派，（四）立释为此次纠纷被捕之人。

乙、国府令严禁各省米粮出口。

丙、粤军改编为五师，蒋光鼐、蔡廷锴、香翰屏、余汉谋、李扬敬任师长。

丁、粤军旅长陈维远克福建龙岩，红军退走。

戊、江西广昌被匪攻陷。

８﹐２８（七，二四）

甲、德国驻俄大使 VonDirkson将中俄共同宣言稿本送交俄代理外长利瓦伊诺夫。

乙、俄军攻陷吉林汪清县。

丙、上海市党部因胡适发表批评孙中山学说及国民党文字，呈请中央惩办胡氏。

丁、红军贺龙占湖南慈利。

８﹐２９（七，二五）

甲、俄方提出中俄共同宣言修正案，不允即行改派中东路之新俄局长以代旧任，除非中国亦

更换现任督办。

乙、中常会议决：（一）准蔡元培辞监察院院长，以赵戴文为国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二）

嘉奖东北将士。

丙、各地举行南京条约八十七年纪念。

丁、北平军警捕改组派。

戊、日本任佐分利贞男为驻华公使。

８﹐３０（七，二六）

甲、英驻美大使 ErmeHoward照会美国务卿史汀生，闻中国不允考虑恢复中东路原状，列强

调处难期生效，反予俄国以用兵口实，目前应等待中俄谈判。

乙、铁道部次长王征被参军处拘捕，部长孙科辞职（据云白崇禧自天津出走，曾得王征协助）。

丙、传蒋中正卫队有谋刺行为。

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海陆丰暴动领导人彭湃、杨殷等在上海被枪决（８﹐２４被捕）。

８﹐３１（七，二七）

甲、吉林军夺回汪清，俄军焚城退走。

乙、东北第一军王树常部自辽宁开赴吉林。

丙、苏俄准备与中国谈判。

丁、蒋中正在上海招待记者否认辞职。

戊、接收天津比租界协议签字。

己、红军朱德再占福建漳平。

８﹐闽西共产党在龙岩蛟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邓子恢主之。

９﹐１（七，二八）

甲、裁撤各地交涉员。

乙、上海共产党骚动，捣毁申报馆。

丙、王正廷声明中国并无更换中东路督办理由。

９﹐２（七，二九）

甲、王正廷在临时中政会报告中俄联合宣言内容，谓一切纠纷依据中俄及奉俄协议解决。

乙、长春日军大举演习，关东军司令田英亲任指挥。

丙、国际联盟大会开幕，伍朝枢当选为副议长之一。

丁、孙科打消辞意。

戊、林政会议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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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粤军陈维远旅败红军朱德，收复漳平。

９﹐３（八，一）

甲、外交部电令伍朝枢等，嘱在国际联盟第一日大会提出中俄事件，声明中国依据非战公约

维持远东和平之至意。

乙、绥芬河、满洲里均有俄飞机窥我阵地。

丙、行政院会议，以黎照寰代王征为铁道部常务次长。

９﹐４（八，二）

甲、中政会通过任杨兆泰为内政部长，朱培德为参谋总长。准其辞去江西省政府主席。

乙、伍朝枢在国际联盟大会演说，声明中国爱护和平苦心，并希望力去不平，消除隐患。

丙、俄军又攻札兰诺尔。

９﹐５（八，三）

甲、中常会议决除特殊情形之地点及一定时期外，凡新闻纸之一切检查，一律停止。

乙、日外相币原与张继会谈，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丙、第五十二师吴尚部阎仲儒旅克复慈利，共军贺龙向桑植溃退。

丁、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自安徽开抵厦门剿共。

９﹐６（八，四）

甲、苏俄外长利瓦伊诺夫发表声明，中俄共同宣言如不照俄方意思修改，不再开谈判，中国

不愿立签共同宣言，系第三国阻止。

乙、王正廷表示中国不反对俄国选派中东路新局长，但须在正式会议开始后发表。对联合宣

言，双方意见尚未一致。

丙、国务会议议决改组江西省政府，任命鲁涤平、刘芦隐、林支宇等为委员，鲁为主席，并

以张辉瓒继鲁任第十八师师长（鲁部已开入江西，第七师王均部自江西调驻蚌埠）。

丁、四川綦江人民因驻军郭汝栋压迫，起而反抗（八月三日曾暴动一次）围攻县城。

９﹐７（八，五）

甲、绥芬河列车被苏俄飞机轰炸，中国死伤军兵数十，东宁城同时被兵。

乙、外交部二次照会美、法、英各国，要求商讨撤消领事裁判权。

丙、各地举行辛丑条约纪念。

丁、蒋中正自上海返京（留沪三周）。

戊、红军朱德退出福建永泰（福？）。

己、江西南丰为匪攻陷。

９﹐８（八，六）

甲、绥芬河中俄战事未已，车站全部被俄机炸毁。札兰诺尔亦被炸。

乙、俄人大捕海参崴华侨。

丙、河南商水县长剿匪阵亡。

９﹐９（八，七）

甲、俄外长请德大使转知中国政府，指摘中国军队及白俄军一再侵犯俄境，俄军为自卫计，

采取坚定报复行动，如续有挑衅行动，中国政府须严重注意其可悲之后果。

乙、俄军猛攻札兰诺尔，梁忠甲旅御之。

丙、王正廷宣称如俄国挑起冲突，中国当立即抵抗。

丁、黑龙江奇干县长及其家属被俄军掳去。

戊、江西峡江县被匪攻破，焚劫极烈。

己、国立北平研究院成立，李煜瀛为院长。

９﹐１０（八，八）

甲、俄飞机在绥芬穆陵间抛掷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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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行政院议决任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由陈大齐代理），不允北平大学各学院学生改为

独立大学要求。

９﹐１１（八，九）

甲、德国驻俄大使将中国答复俄方共同宣言修正案照会送交俄政府，不同意以委派中东路新

局长为签字共同宣言及举行正式会议之先决条件，正式会议应在柏林举行，共同宣言亦须在

柏林签字。

乙、何成浚由北平到太原，接洽时局。

丙、监察院正副院长赵戴文、陈果夫就职。

丁、红军第一纵队林彪等围攻福建上杭（约五千人，有枪者不足三百人）。

９﹐１２（八，一○）

甲、外交部训令驻德公使蒋作宾向俄方严重抗议俄军侵扰，责问有无和平谈判诚意。

乙、俄军越绥芬河西侵。

丙、蒋中正令驻宜昌之第四师张发奎部取道津浦铁路移防陇海铁路东段（一作９﹐１０）。

９﹐１３（八，一一）

甲、外交部电蒋作宾，请俄方速派代表谈判，并另向苏俄提出妥协方案，苏俄可提名一中东

路副局长，立即由该路理事会委派，在中俄谈判期间会同中国之副局长管理该路（本日由德

国驻俄大使转交俄外长）。

乙、国务会议议决由中央各部会组织蒙藏区域考察团，每年于一定时间分组分区出发考察。

丙、蒋中正令各省于三个月至半年内将各县保甲一律办竣。

丁、于右任自上海到西安。

９﹐１４（八，一二）

甲、苏俄覆牒允更换中东路俄局长，中国亦须更换该路董事长，双方释放被捕人员，不得宣

传反对两国立国主义，阻止白俄侵扰俄边（由驻德大使交蒋作宾）

。

乙、海参崴华侨被俄拘捕系狱者千余人。

丙、俄人谋炸松花江桥，被护路军击退。

丁、杨树庄自福州赴厦门剿匪，陈国辉陷永春。

９﹐１５（八，一三）

甲、外交部电驻俄代办夏维崧要求俄政府从速制止俄军侵扰，又电蒋作宾与王宠惠协商对俄

交涉，并向俄方要求保留缓议我国人民财产之损失。

乙、哈尔滨远东银行歇业。

丙、新编第一师曹万顺部开往宜昌。

９﹐１６（八，一四）

甲、王正廷电蒋作宾再与俄方婉商谈判前提。

乙、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翰逊晤中国代办容骙，劝中国对俄妥协，俾谈判重开，以免公开冲突

（９﹐２４容告约翰逊，中国不克接受）。

丙、国府明令停止检查新闻纸。

丁、国府令查封没收盛宣怀遗产。

戊、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陈大齐代理）

（见９﹐１０）。

９﹐１７（八，一五）

甲、苏俄外长请德国大使转覆中国，拒绝９﹐１３中国提议，指摘中国出尔反尔，坚持恢复

中东路原状，立即委派俄正副局长，为交涉再开之必须条件。

乙、驻宜昌第四师张发奎部（约三万人），不听命令，向湖南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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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阎锡山夜宴冯玉祥于晋祠，会商时局，决举兵反抗中央（时石敬亭在太原频与何成浚晤

谈，中央复派贺耀组到西安，商冯军改编事，阎大感不安，说冯举兵）。

丁、第五十二师吴尚部阎仲儒旅自慈利进驻大庸，剿贺龙。

戊、日外相币原与俄大使谈中俄问题，劝中俄直接交涉。

己、司法院设立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

庚、第十三师夏斗寅部（万耀煌旅）自湖北黄安进克七里坪（鄂豫边区共军根据地）。

９﹐１８（八，一六）

甲、张发奎通电，主重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摘政府用人多帝制余孽，主迎汪兆铭回国。

乙、开往宜昌接防之曹万顺部一团被缴械（一作９﹐１７）。

丙、中波通商友好航业条约签字，完全以平等互惠为原则（国府成立后对外第一次之平等条

约）。

丁、中政会通过任马福祥为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

９﹐１９（八，一七）

甲、俄军陷绥滨，肆行焚掠。

乙、第六路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因与改组派有关，在京被监视（翌日裁撤其总指

挥部）。

丙、中常会通过未及登记党员补行入党办法。

丁、中央军官学校学生因反动嫌疑被捕者约二百人，枪毙主谋者二十人。

戊、红军朱德及第四军第一纵队林彪（团长）、第四纵队傅柏翠（后由胡少海代傅）大败闽

军卢新铭，占福建上杭（俘虏千余人）。

９﹐２０（八，一八）

甲、国府以第四师长张发奎擅调军队，免职查办，以黄镇球继任（黄慕松之弟，时任该师旅

长，未就）

。

乙、蒋中正电劝张发奎勿为人利用。

丙、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师长李明瑞等在贵县会议，即向粤桂边境增兵（参看９﹐２７

甲）。

９﹐２１（八，一九）

甲、第三师毛炳文部自徐州开南京，第六师方策、第十师方鼎英部沿江西上，监视方振武部。

乙、上海共产党学生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击毁华商电车三辆。

丙、由汕头开香港之日轮德里丸被海盗抢劫。

９﹐２２（八，二○）

甲、胡适因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等文，教

育部奉令加以警告。

乙、何成浚自晋回平。

丙、第五十二师阎仲儒旅克复桑植，红军第二军贺龙走鄂西。

９﹐２３（八，二一）

甲、路透社莫斯科电，加拉罕宣称中俄交涉如两周内无办法，苏俄将出兵强占中东铁路。

乙、辽宁铁岭保安队在戏院与日守备军冲突，日兵大队包围公安局，捕去三十六人。

丙、蒋中正在国府纪念周宣称，为党为国，死而后已，决不消极。

丁、刘峙在汉口宣称西北军向鄂西移动。

戊、陈铭枢赶回广州，孙科同行，广州戒严。

己、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宣称拥护中央，否认辞职。

庚、宋子文发表复任后用于军政费者，现负债总额一万三千八百七十二万元，裁兵公债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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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９﹐２４（八，二二）

甲、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陈公博、王乐平、王法勤、柏文蔚、顾孟余等发表宣言，

主由二届中委行使职权，改组国府，重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否认三月以后一切命令及决

议案，反对七千万编遣库券（汪兆铭即自法回国）。

乙、西北军将领刘郁芬、熊斌偕贺耀组、于右任抵京，商编遣及给养问题。

丙、蒋中正令第十师师长方鼎英与第四十四师师长阮玄武对调，第六师师长方策与第四十五

师师长鲍刚对调。

丁、阎锡山等设【劳资合一研究会】。

９﹐２５（八，二三）

甲、国府通令各机关用人先尽党员任用，裁员先裁非党员。

乙、外交部为铁岭事件向日本抗议。

丙、苏俄宣言中国军队助白俄袭击俄军民。

丁、中政会通过任毛光翔、李仲公等为贵州省政府委员，毛为主席。

戊、广东调兵增防西江北江。

己、福建陈国辉陷德化。

庚、石敬亭自山西返抵西安（准备举兵）。

辛、于右任谓陕西一省已饿死五十万人。

９﹐２６（八，二四）

甲、王正廷谓中俄争点仍在中东路局长问题。

乙、辽宁铁岭公安大队长卢振武愤日人暴行，自戕。

丙、刘和鼎师收复龙岩。

丁、第四师张发奎部败李韫珩旅于湖南石门，续西南走慈利桃源。

９﹐２７（八，二五）

甲、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等通电宣布独立（俞早与共产党相结，共

产党重要人员龚楚、张云逸、徐冠英、邓小平及作柏弟作豫均在广西活动。此次独立，则系

受改组派煽动，响应张发奎）

。

乙、红军贺龙占湖北巴东。

丙、国际联盟通过中国代表提案，实行盟约第十九条。

９﹐２８（八，二六）

甲、俄军入吉林抚远县及黑龙江奇干县，肆行蹂躏。

乙、日本军释放我铁岭公安队官兵。

丙、孙良诚到太原谒冯玉祥、阎锡山。

丁、国民政府以吴醒亚代苏宗辙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

戊、刘文岛乘飞机赴宝庆，晤周斓，商截击张发奎部。

己、海军陆战队林寿克福建永春。

９﹐２９（八，二七）

甲、方振武旧部第四十五师余亚农旅拘新任师长方策，自集贤关走潜山。

乙、日本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卒。

９﹐３０（八，二八）

甲、冯玉祥、阎锡山同赴五台紫金山（冯受阎利用及改组派勾煽，决反抗中央）。

乙、瑞典驻华公使贺德曼递国书。

丙、中希商约由驻法公使高鲁在巴黎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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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八，二九）

甲、广西警备师长吕焕炎电广东当局，表示拥护中央。

乙、俄军数百人进攻满洲里，以重炮飞机掩护（共产党刘伯承组织国际红军，助苏俄军作战）。

１０﹐２（八，三○）

甲、俄军续犯满洲里，战况较昨日激烈（傍晚停止）。

乙、中政会议决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免职，以吕焕炎继。

丙、蒋中正电劝李明瑞，勿为俞作柏利用。

丁、蒋中正调毛炳文为第八师长，陈继承升第三师长，朱绍良为第六路总指挥，即开赴广东。

戊、国府电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及吕焕炎平桂乱。

己、中政会催国府速成立监察、考试两院。

１０﹐３（九，一）

甲、中常会议决将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余、陈树人、

潘云超、郭春涛等交国民政府明令缉拿。

乙、北平京报（冯玉祥机关报）因登载二十四日汪等宣言，被封禁。

丙、薛笃弼自京到平，转往山西。

丁、满洲里中俄军继续激战。

１０﹐４（九，二）

甲、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誓师讨桂，吕焕炎迎粤军香翰屏师入梧州。第三师陈继承部到广州，

第五十师谭道源亦自江西开向韶关。

乙、外交部亚洲司长周龙光奉王正廷命到北平，即赴辽宁，与张学良商对俄方针。

丙、满洲里战事稍停。

丁、东京日警捕中国学生一百三十余人。

戊、英俄复交议定书签字。

１０﹐５（九，三）

甲、国府免李明瑞职，任命吕焕炎、杨腾辉、黄权分别继任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第四编

遣分区主任及第十五师师长。

乙、方振武部余亚农旅因第六师之压迫，向英山逃走。

丙、宜昌新编第一师曹万顺部（岳维峻旧部陕军）叛变。

１０﹐６（九，四）

甲、中共中央警告陈独秀，命立即服从中央决议。

乙、俄军再猛袭满洲里。

丙、陈济棠到梧州，处理对俞作柏军事，李明瑞到柳州，说杨腾辉合力反抗中央（杨不允）。

１０﹐７（九，五）

甲、汪兆铭电各级党部讨蒋。

乙、西北军孙良诚部向洛阳集中。

丙、湖北军队向襄阳移动，河南军队分向南阳郾城移动，防御前进之西北军。

丁、满洲里又平静。

戊、新任驻华日使佐分利贞男呈递国书。

己、国府通令自明年一月一日始，凡帐目契约文书簿据附用阴历者，法律不生效力。

１０﹐８（九，六）鹿锺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自上海秘密赴日本。

１０﹐９（九，七）

甲、冯玉祥部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石敬亭、孙连仲、庞炳勋、张维玺、刘汝明等电

阎锡山、冯玉祥，指责中央施政不顾民生，用人不求贤能，财政不公开，政治不廉洁。

乙、吕焕炎及粤军向桂平贵县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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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德政府分致中俄通牒，提议两国拘禁人民，交换释放，藉以缓和两国感情，为和解初步。

丁、国府令自本年十月十日起施行【乡镇自治施行法】及【区自治施行法】。

１０﹐１０（九，八）

甲、阎锡山、冯玉祥电覆宋哲元等谓所言行政用人诸大端均探本之论，应从长计议，望先行

切实编遣，不必以兵戎相见。

乙、宋哲元等再电阎锡山、冯玉祥，历数蒋中正六罪状，即日出兵四十万讨伐。

丙、宋哲元等在西安召集国民大会，请冯玉祥复任国民军总司令，由宋哲元代，并电慰张发

奎、俞作柏，即由宋哲元以冯名义布告分八路讨蒋，以另组新政府统一国家为目的。

丁、宋哲元等电推阎锡山、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副司令（宋为前方总司令，石敬亭为后方总司

令，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

戊、汪兆铭、陈公博、顾孟余、王乐平、柏文蔚、王法勤等发表为讨蒋告民众书。

己、蒋中正发表告同胞书，勉国民发扬民族固有特性，遵行总理所昭示之革命与立国要道（智、

仁、勇）。

庚、陈独秀致书中共中央，谓目前并无革命高潮时期，应提出总的民主主义口号。

１０﹐１１（九，九）

甲、国府下令将鹿锺麟、刘骥、宋哲元、石敬亭革职拏办（是日鹿及刘郁芬、刘骥、熊斌到

日本长崎，１０﹐２０到天津，鹿到旋赴陕西）。

乙、国府下令通缉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顾孟余、王乐平、陈树人等十人。

丙、孙良诚军向东突进，第五路军第五十一师龚浩部向洛阳东退。

丁、宋哲元等请冯玉祥回陕西，阎锡山赴北平，主持大计。

戊、阎锡山自五台返太原。

己、何成浚自北平赴太原，张学良代表王树常同行。

庚、任命阎锡山系之朱绶光代理军政部长。

辛、撤销杨森查办令。

壬、派杜锡珪为考察欧美海军专员。

癸、何键、刘文岛等自长沙赴宝庆布置截击张发奎部军事。

１０﹐１２（九，一○）

甲、晨五时半，三江口俄舰五艘，骑炮兵三千人及飞机袭陷吉林同江（拉哈苏苏），我舰被

击沉三只，另炮舰一只、驳船七只、轮船一只被俘，守军伤亡五百人，陆战队长李泗亭阵亡，

俄舰司令亦被击毙。

乙、苏俄宣称华军袭击俄境之苏俄军及居民。

丙、国府五院长电请阎锡山负责解决西北。

丁、唐生智、朱培德、何应钦电请阎锡山劝冯玉祥入京，并声明决心讨逆。

戊、朱培德、唐生智通电声讨宋哲元等（第五路军各师长亦有同样通电）。

己、阎锡山语何成浚，西北将领通电，事先概不知晓，决再劝宋哲元等勿走极端。

庚、国民军孙良诚、庞炳勋部入洛阳，第五路军龚浩师退巩县。

辛、薛笃弼致书蒋中正，痛加诋责。

壬、红军朱德再占福建永定。

１０﹐１３（九，一一）

甲、苏俄声明中俄谈判未在任何地方进行。

乙、同江守军溃退富锦，俄军追击，死伤颇重。

丙、陈调元、石友三等电讨宋哲元等。

丁、杨杰就第十军长，统第四十七及第四十八两师。

戊、张发奎部抵湘西溆浦，进向武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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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粤军入广西桂平。

１０﹐１４（九，一二）

甲、蒋中正发表告全国将士书，谓冯玉祥军乃统一之最后障碍，值到生死存亡关头，应一致

奋起，同心同德，为革命而奋斗，为党国而牺牲，为生存而团结。

乙、蒋中正任顾祝同、蒋鼎文、王均、阮玄武为第一、二、三、四军军长，刘峙、何应钦分

任武汉开封行营主任。

丙、阎锡山电覆五院长，望各方相忍，以靖国难。

丁、韩复矩、石友三、马鸿逵通电声讨石敬亭等。

戊、俞作柏走龙州，李明瑞退出南宁，余部由共产党员龚楚、张云逸及俞作豫率领分别退往

百色。

１０﹐１５（九，一三）

甲、俄军猛攻黑河。

乙、５﹐２７被捕俄人由东北特区法院宣判，五名处九年徒刑，二十一名处七年，七名处五

年，四名（女）处二年刑（１０﹐１８俄方予以抨击）。

丙、孙良诚军越巩县东进，第五路军退郑州。

丁、何成浚自太原回北平，当晚赴郑州，布置军事。

戊、第十一路总指挥刘镇华电劝宋哲元等息争，否则疆场相见。

己、陈济棠自广西返广州。

庚、内政部长杨兆泰、代理军政部长朱绶光等宣誓就职，赵戴文宣布阎锡山服从中央。

辛、山西省党部声讨宋哲元等。

壬、国府公布剿匪暂行条例。

癸、江海各华轮，除沪甬线外，均以被扣运兵停航。

子、山东省立图书馆以聊城海源阁杨氏藏书将运天津售予外人，请省政府挽救（海源阁迭遭

兵灾匪患，颇有损失）。

１０﹐１６（九，一四）

甲、阎锡山离太原往五台河边村。

乙、中政会通过任命石友三为安徽省政府主席。

丙、俄军攻札兰诺尔（即退去）。

１０﹐１７（九，一五）

甲、俄军在同江，连日抢掠军火粮食，本日退走，纵火焚城（同江之役，中国死伤九百六十

四人，俄国死伤二百七十五人）。

乙、方本仁奉蒋中正命过北平赴太原。

１０﹐１８（九，一六）

甲、外交部长王正廷发表对外宣言，谓大部份有力领袖拥护中央，西北叛乱可不必重视。

乙、西北军袭郑州，被第五路军击退。

丙、张发奎部到武冈，败刘建绪等。

丁、前第四十五师师长鲍刚（方振武部）以【护党救国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煽动驻芜湖之

方振武、柏文蔚旧部，攻击第三旅韩德勤部，即南退。

戊、第十三师长夏斗寅在汉口就任讨逆军第二路总预备队司令职。

１０﹐１９（九，一七）

甲、俄机炸富锦，沈中国炮舰一艘（东北舰队司令沈鸿烈沉船封锁富锦下游）。

乙、何应钦、唐生智自南京到开封。

丙、蒋中正任张治中为武汉行营主任，刘峙为前敌总指挥，何成浚为第五路副指挥，顾祝同

为第一军军长（统第一第二师），蒋鼎文为第二军军长（统第六第九第十一等师，防鄂北）。



- 682 -

１０﹐２０（九，一八）

甲、张学良召开军事会议（张群、周龙光亦参加），决严防边境，不参加内争，拥护中央，

请阎锡山处理西北军事件。

乙、汪兆铭、陈公博、王乐平、王法勤、顾孟余等之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为讨蒋告党

员书。

１０﹐２１（九，一九）

甲、中国航空公司沪汉邮航开始。

乙、吉林我军入同江（镇守使李杜部，一作１０﹐１９）。

１０﹐２２（九，二○）

甲、传苏俄拟于一个月内武力夺取中东路。

乙、太原各界开讨逆大会，请阎锡山即出兵讨宋哲元。

丙、北平总工会发生风潮，人力车夫暴动，全市电车几全被砸毁。是晚宣布戒严。

丁、何应钦、唐生智等到郑州，第二路总指挥刘峙到襄阳，前方已接触。

戊、红军朱德等因第十二师金汉鼎部之攻击，弃上杭入广东梅县。

己、国府公布【工会法】（自十一月一日起施行）。

１０﹐２３（九，二一）

甲、蒋中正发表对外宣言，政府决于短期内解决一切反动派，各国侨民绝不致受内乱影响。

乙、国府院长谭延闿、胡汉民、戴传贤、赵戴文发表时局通电，望国民辨明是非邪正，一致

铲除反动。

丙、方本仁由山西回北平，代何成浚主持北平行营事。

丁、第一路总指挥方鼎英（辖第三军王均部两师，第四军阮玄武部两师骑兵一师）到郑州即

赴郾城布防（阮兼第四十四师长，方振武旧部，约于十一月初开抵鲁山，即叛投西北军）。

戊、第六路总指挥朱绍良率部（第三、第八师）

离广州回南京。

己、哈尔滨二次搜查俄领事馆。

庚、德领事代俄抗议，谓同江之役，中国军队先攻俄军，王正廷拒绝接受。

辛、北平人力车夫被拘者一千余人。

１０﹐２４（九，二二）

甲、外交部电令蒋作宾终止与俄接洽。

乙、西北军张维玺、田金凯进攻鄂北。

丙、广东飞机三架飞汉口，助中央军作战。

１０﹐２５（九，二三）

甲、外交部发表对外宣言，详述中俄交涉经过，中国以和平为重，苏俄则反复狡诈，毫无诚

意，复侵扰东三省沿边，蓄意破坏和平，故其后发生冲突之一切责任，应由苏俄负之。

乙、国务会议：（一）免卫生部长薛笃弼职。（二）准唐悦良辞外交部政务次长，以李锦纶继，

并以张我华为常任次长。（三）改广州市为特别市。

丙、西北军（国民军）孙良诚、魏凤楼分向登封临汝进攻，与中央军刘桂堂、魏益三等师接

触。

丁、红军朱德占广东梅县。

戊、旧金山副领事高英夫妇私运鸦片案在南京地方法院审讯。

１０﹐２６（九，二四）

甲、西北军庞炳勋部与中央军第八军刘兴部（第五十一师龚浩、第五十三师与安俊才骑兵旅）

激战于黑石关。

乙、俄军屠杀伊穆河卡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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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第三国际指示中共扩大游击战争，没收地主土地，武装农民，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

建立苏维埃形式之工农专政。

丁、陈独秀致书中共中央，谓须有适合过渡时期之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不当以【为

组织苏维埃而斗争】作行动口号。

戊、北平新晨报馆被封（该报为阎锡山机关报）

。

己、第十三师自湖北黄安开抵河南信阳。

庚、台湾雾社山胞以不堪压迫，发生暴动，袭杀日人百余（历时四月始平）。

１０﹐２７（九，二五）

甲、蒋中正发表宣言，决遏灭恶化势化，铲除封建军阀。

乙、西北军孙良诚部梁冠英、程心明猛攻登封，与第九军何成浚部（第十四师刘春荣、第五

十四师魏益三）激战。

丙、粤军蒋光鼐师收复梅县，红军朱德等败走。

丁、鄂东红军占广济。

１０﹐２８（九，二六）

甲、国府特任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乙、蒋中正自南京赴汉口督师，并发讨伐冯玉祥军誓词及通电。国府主席由谭延闿代理，总

司令由朱培德代理。

丙、中央军开始向西北军总攻击。

丁、皖匪陷正阳关，称护党军（系受柏文蔚煽动）。

戊、蒋中正委吉鸿昌为宁夏省政府主席。

１０﹐２９（九，二七）

甲、西北军梁冠英、程心明占领登封，魏益三师退密县。

乙、刘和鼎师收复福建永定，红军西走。

丙、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即太平洋学会）在东京开会，中日代表有争论。

丁、张学良覆加拉罕１０﹐２５来电，愿依奉俄协定商谈，并请将８﹐２９所提条款见告。

１０﹐３０（九，二八）

甲、蒋中正自南京抵汉口。

乙、第十军第四十七、第四十八师王金钰、徐源泉，击退围攻临汝之西北军张自忠、魏凤楼

部。

丙、粤军余汉谋师开阳山连山一带，防张发奎军（按：先是余氏一度遭陈济棠疑忌扣压旋获

释）。

丁、中政会议决：（一）设全国民食委员会，由谭延闿、胡汉民、戴传贤、陈果夫等组织之。

（二）任命张难先、仇鳌为考试院铨叙部正副部长。（三）任命林云陔为广州特别市市长。

戊、俄军飞机在富锦投弹，军舰发炮猛攻，守军败退。

己、谢米诺夫到沈阳。

１０﹐３１（九，二九）

甲、俄军陷吉林富锦县城（１１﹐３退去）。

乙、蒋中正自汉口北上视察战事。

丙、何应钦自南京到太原，促阎锡山就海陆空军副司令，方本仁亦自北平到达（阎态度转变）。

丁、张发奎军入广西境，抵龙胜。

戊、中常会议决：（一）解散广西省执行委员会，派吕焕炎等为该省党务整理委员，（二）电

慰讨逆前方武装同志。

己、中英互致照会，英国正式交还镇江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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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驻墨西哥公使李锦纶照会墨政府请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

辛、公使团议决派代表参加改组临时法院会议。

壬、美国代表萧威尔在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提议于津沪等六处设特别法庭，法官由国际法庭推

出专家任之，不限国别，为撤废领事裁判权之预备。

癸、红军朱德在广东梅县，为蒋光鼐部所败，红军团长刘安康死之（时朱与毛泽东不和。十

一月下旬朱德复入江西）。

１０﹐？江西吉安绥靖大队长罗炳辉叛变，投入红军（所部编为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旋改

为第六军第二旅长）。

１１﹐１（一○，一）

甲、阎锡山自五台返太原，晤何应钦，仍主和平。

乙、冯玉祥在太原晋祠告英记者，河南战事责任自负十分之六，余由阎锡山任之。

丙、汪兆铭函谭延闿，痛诋蒋中正（汪于九月回国）。

丁、蒋中正到郾城（遂平土匪曾拆路轨，被击退）。

戊、陈济棠赴梧州与吕焕炎商防堵张发奎部。

己、中东路货车在太平岭被俄党埋弹炸毁六辆，俄军猛攻东宁。

庚、英、美、法、荷公使拒绝外交部９﹐７法权照会。

辛、太平洋国交讨论会讨论撤销在华领事裁判权之手续及时间问题。

１１﹐２（一○，二）

甲、西北军孙良诚部张仁山（豫西土匪）占领密县，进迫新郑，第一军顾祝同部自汉口、第

十一路刘镇华部自新乡兼程赴援。

乙、王树常军击退富锦东宁俄军。

１１﹐３（一○，三）

甲、蒋中正到许昌，令在豫各部队统归唐生智指挥。

乙、西北军占领新郑，即被击退。

丙、陈铭枢赴梧州，商堵截张发奎部（六日回粤）。

１１﹐４（一○，四）

甲、唐生智亲率所部与西北军庞炳勋剧战于巩县。

乙、西北军田金凯部占鄂西郧阳。

丙、上海严捕改组派（陈嘉佑已被拘）。

丁、太平洋国交会讨论东北问题。

１１﹐５（一○，五）

甲、路透社发表冯玉祥谈话谓彼与阎锡山完全合作，一致对蒋中正，事先已有筹商，待军事

胜利，即同往北平（该社记者云冯有无线电指挥河南战事）。

乙、阎锡山通电就陆海空军副司令职。

丙、中央军顾祝同部（第一第二两师）及万选才等师反攻密县。

丁、石友三在蚌埠就津浦路警备司令。

戊、粤军蔡廷锴、香翰屏等师自梧州北开（张发奎部已占平乐）。

己、余亚农（方振武旧部）再陷黄梅（上月二十八日曾陷一次）。

庚、第五师十三旅败鲍刚（方振武旧部），克徽州。

辛、国府下令粤汉铁路收归国有。

壬、太平洋国交会继续讨论东北问题。

１１﹐６（一○，六）

甲、中央军继续与西北军在密县附近激战，王金钰师猛攻密县登封间之参驾店，飞机投弹轰

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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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中正委岳维峻为陕西招抚使，樊锺秀为陕西剿匪司令。

丙、张学良接济中央军军火三十车。

丁、张学良表示，对俄外交全听中央主持。

戊、苏俄革命纪念（本月七日）暴动阴谋在哈尔滨破获，逮捕敢死团多人。

己、中政会议决：（一）任命凌冰为古巴公使。

（二）任命梁史、杨腾辉等为广西省政府委员。

庚、招商局广济轮在浙江洋面被劫。

辛、太平洋国交会讨论上海租界问题。

１１﹐７（一○，七）

甲、阎锡山否认冯玉祥与路透社记者谈话。

乙、蒋中正到禹县视察，即回许昌。

丙、西北军张维玺、田金凯迫老河口，中央军第二军蒋鼎文部（

第六第九第十一等师）集中襄阳。

丁、鄂东共产军攻大冶，被击退。

戊、张学良再电加拉罕，请将８﹐２９条款见告（加仍不覆，以待中国内战之变化）。

１１﹐８（一○，八）

甲、阎锡山突患霍乱症，停止会客，冯玉祥被幽禁。

乙、阎锡山再声明否认冯玉祥与外报记者之阎冯合作之谈话。

丙、蒋中正到郑州，赴陇海线视察，即回许昌。

丁、第八师毛炳文部自汉口开赴许昌，湘军二旅亦向河南增援。

戊、班禅自东蒙古抵沈阳。

己、美国教士M。Kreutzin在鄂东湋源口为方振武旧部（余亚农）所虏。

庚、鄂东共产党占阳新。

辛、上海浦东日本纱厂工人罢工。

１１﹐９（一○，九）

甲、西北军宋哲元率魏凤楼冯治安部与中央军徐源泉师剧战于临汝。

乙、困守密县之西北军张仁山降。

丙、张发奎部与桂林杨腾辉师联合，分兵东进。

丁、常德第五十二师吴尚之一部哗变，枪杀旅长王霈、团长唐钺（第四路总指挥何键等令吴

尚解职）。

戊、中英照会协定赔偿一九二七年镇江英人损失六万八千元。

己、第三次太平洋国交讨论会闭幕。

１１﹐１０（一○，一○）

甲、蒋中正下令猛攻登封。

乙、蒋中正令黄河北岸各军俱归阎锡山节制。

丙、太原各界举行庆祝陆海空军副司令阎锡山就职纪念大会。

丁、北平香山发现辽石刻。

１１﹐１１（一○，一一）

甲、西北军三路向密县、郏县、临汝反攻。

乙、汪兆铭在香港与白崇禧、李宗仁、黄绍竑实行合作，李已赴龙州。

丙、湘军许克祥师收复江西宁冈，败红军。

丁、江宁地方法院判决高英运烟案，处徒刑七年，其妻处徒刑四年。

戊、财政部美顾问甘摩尔提出【中国逐渐实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

己、曾广钧卒于湘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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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２（一○，一二）

甲、蒋中正赴密县视察，唐生智、方鼎英、顾祝同、何成浚、杨杰均在前线督师。

乙、墨西哥政府声明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

１１﹐１３（一○，一三）

甲、中政会议决改组云南省政府，仍以龙云为主席。

乙、荷使欧登科离平回国，丹麦公使高夫曼继任领袖公使。

丙、美使马慕瑞辞职，约翰逊继任。

丁、余亚农三陷黄梅，焚掠极惨。

１１﹐１４（一○，一四）

甲、中国政府照会苏俄，声述六事：一、中国遵守非战公约，从未对俄采取挑衅行动；二、

俄军进攻中国领土，华军并未还击；三、否认９﹐２５及１０﹐１２俄方对华军指摘；四、

中国建议组织中俄混合委员会，由中立国人士任主席，调查并确立致成严重状态之责任；五、

中俄军各后退三十英哩，以维边境和平；六、如俄方同意上述建议，中国愿将争端交由中立

公正方面调处。

乙、张学良增派防俄军三旅。

丙、外交部呈中政会，自日使佐分利到任之日起，如三个月内中日新约不成，即宣布旧约失

效。

丁、中常会议决：（一）推孙科、吴铁城、戴传贤、刘纪文分赴东北西北劳军。（二）派杨爱

源等为察哈尔省党务特派员。（三）派龙云等为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

１１﹐１５（一○，一五）

甲、广西局势转变，桂军吕焕炎、杨腾辉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合作，张发奎部抵恭城，

粤军自荔浦向蒙山退却，陈济棠离梧州东返（香翰屏师在藤县曾被截击）。

乙、中央军下总攻击令，与西北军在登封剧战。

丙、西北军张维玺、田金凯进攻襄阳樊城，中央军蒋鼎文陈诚师拒之，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自

汉口抵襄阳。

丁、何应钦离太原赴许昌。

戊、镇江英租界正式收回。

己、中国国货银行开业。

庚、中国共产党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高语罕、李孚、郑超龄、尹宽、马玉夫、蔡

正德等党籍。陈为中东路问题，反对中共之【拥护苏联】口号。

１１﹐１６（一○，一六）

甲、中央军顾祝同、万选才克登封，第十军杨杰师长徐源泉与宋哲元等激战于临汝镇（时宋

疑孙良诚与中央通，下令撤兵，阎锡山截留其弹药）。

乙、李宗仁、黄绍竑、吕焕炎等通电反蒋，李、黄分任第八路总副指挥（汪兆铭等以第二届

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任命。第一路为冯玉祥，第二路阎锡山，第三路张发奎，第四路唐生智，

第五路石友三）。

丙、蒋中正任孙魁元（殿英）为新编第十八师师长。

丁、俄机二十七架炸断满洲里、札兰诺尔、海拉尔间之铁路。

戊、教育部咨请外交部废止１９２４﹐２﹐６之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议及１９２５﹐５﹐４

换文（以日本并非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其支配管理悉归日本，侵损中国国权）。

１１﹐１７（一○，一七）

甲、西线俄军陷满洲里，东线陷吉林密山。

乙、中央军第四十八师徐源泉部克临汝镇。

丙、西北军张维玺、田金凯部迫近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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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刘镇华奉蒋中正命到太原晤阎锡山。

戊、广州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忠告广西将领，勿与张发奎合作（

梧州粤军均撤回，即被桂军占领）。

１１﹐１８（一○，一八）

甲、王正廷谈本年底决宣布撤消领事裁判权。

乙、中央执行委员会发慰劳东北前敌将士及讨逆前敌将士书。

丙、第五路军克偃师，蒋中正到巩县黑石关视察。

丁、刘峙下鄂北攻击令。

１１﹐１９（一○，一九）

甲、俄军占领札兰诺尔，旅长韩光第、团长季英、林兴青及全军二千人战殁。

乙、中央军第四十七师王金钰部占领洛阳。

丙、襄樊西北军张维玺、田金凯后退。

丁、陈铭枢、陈济棠电请中央派兵入粤，并宣布自１１﹐２１起封锁西江十四天。

戊、国府明令嘉奖唐生智、刘兴、徐源泉、王金钰等。

１１﹐２０（一○，二○）

甲、防守满洲里之梁忠甲旅向蒙古草地一带退却。

乙、中政会请中执会选任朱培德、唐生智为国民政府委员。

丙、广东西江戒严。

丁、红军朱德再攻福建上杭，失利。

戊、大刀会匪陷南京附近之溧阳（１１﹐２２收复）。

己、武进无锡交界之雪堰桥被太湖匪洗劫。

１１﹐２１（一○，二一）

甲、俄飞机侵入海拉尔。

乙、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到海参崴与俄代表希马诺维斯克会谈。

丙、美国务卿史汀生告伍朝枢，中国不应拒绝俄国于中俄正式会议前委派中东路局长。

丁、日本大藏省公布明年一月十一日施行黄金解禁。

１１﹐２２（一○，二二）

甲、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照会俄代表希马诺维斯克，全部接受俄方初步条件：一、按照１９

２４中俄协定恢复冲突前中东路原状，二、立即令俄方推荐之中东路正副局长依中俄及奉俄

协定复职，三、立即释放被捕俄人。

乙、中央军第四十八师占领河南新安。

丙、鄂北中央军蒋鼎文陈诚赵观涛师克复老河口谷城。

丁、蒋中正自河南回汉口。

戊、陈铭枢、陈济棠、谭道源等通电讨李宗仁张发奎等。

己、招商局公平轮在镇江被日轮撞沉。

庚、国府公布民法物权篇。

１１﹐２３（一○，二三）

甲、防守满洲里之梁忠甲旅经日本领事与俄方洽商，全部缴械，梁本人避由日本领事馆收留。

乙、蒋中正自汉口返京。

丙、第九、第十一两师克鄂北南漳保康。

丁、蒋中正任叶开鑫为第五十二师师长。

１１﹐２４（一○，二四）

甲、王正廷发表英文声明书，否认华军对俄先有挑衅行为。

乙、海拉尔被焚掠，守军东退博克图，伤亡万余人，海拉尔被俄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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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李宗仁、张发奎、黄绍竑会商攻粤。

丁、第三师陈继承部自京开粤增援。

戊、石友三就安徽省政府主席。

１１﹐２５（一○，二五）

甲、苏俄代外交委员长利瓦伊诺夫向张学良提出举行中俄会议条件，要求恢复中东路俄局长

权力，立即释放被捕俄人。

乙、国府电非战条约签字国家，列举俄军侵扰边境，屠戮人民，破坏非战公约等罪行，盼采

取适当步骤予以制止惩处。

丙、蒋中正自汉口抵南京。

１１﹐２６（一○，二六）

甲、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自海参崴携俄方条件到沈阳，张学良电告俄国，完全承认１１﹐２

２蔡运升所提条件。

乙、美国务卿史汀生再向英、法、义、日、德建议共同劝告中俄停战，英法义同意，１１﹐

２９日德不赞成。

丙、东北民众电美总统及非战条约各国，宣布苏俄暴行。

丁、中央军第六十六师刘茂恩部克渑池。

戊、广东飞机炸梧州，死伤八人。

己、开滦煤矿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庚、徐维震就上海临时法院院长。

１１﹐２７（一○，二七）

甲、中国代表晤国际联盟秘书长德鲁蒙，商制止俄军进犯事。

乙、驻德公使蒋作宾经德外部向苏俄提议组织共同调查委员会。

丙、中央军第六十六师刘茂恩部克观音堂。

丁、蒋中正委杨杰为右路指挥官，统辖豫西各军。

戊、鄂西红军陷石首。

己、法使再照覆，不允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

庚、法使玛泰尔调日，魏尔登继任。

１１﹐２８（一○，二八）

甲、俄代外长利瓦伊诺夫电覆张学良１１﹐２６电，推荐叶米沙诺夫、艾斯孟德复任中东路

正副局长，盼即认可；并请派代表前往伯力与俄代表希马诺维斯克商谈有关恢复中东路原状，

释放俄人手续及正式会议之时间地点。

乙、俄飞机在博克图投弹。

丙、俄军攻吉林东宁。

丁、何应钦自上海赴粤，石友三、毛炳文部陆续向广州开动。

戊、中常会开除改组派王法勤、柏文蔚、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余、陈树人、潘云

超、郭春涛九人党籍。

己、汪兆铭通电为俄事攻击蒋中正，劝即引退。

庚、川民通电请收回内河航权。

辛、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三人被捕。

１１﹐２９（一○，二九）

甲、王正廷谈我已向俄提两办法：（一）组织混合调查团，（二）中俄军各退三十里，并否认

张学良承认俄方要求。

乙、德国驻俄大使将１１﹐１４中国提议转交利瓦伊诺夫（１１﹐２６自柏林发来），利瓦

伊诺夫复拒，谓张学良已承认直接交涉之初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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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苏俄飞机十六架炸博克图。

丁、新任驻华日使佐分利贞男在日本箱根暴卒（一说被杀，佐分利同情中国，主中日合作）。

１１﹐３０（一○，三○）

甲、蔡运升、李绍庚奉张学良命自沈阳回哈尔滨转往绥芬河、双城子。

乙、厦门破获共产党机关。

丙、中央军右路指挥官杨杰进至河南陕县。

１２﹐１（一一，一）

甲、美国务卿史汀生分别照会非战公约签字国，盼中俄双方克日停止军事行动，由和平方式

解决纠纷（昨已向中俄提出）。

乙、唐生智、宋哲元、刘文辉等七十余人通电主息内争以对俄，实行反蒋（１２﹐４发表）。

丙、张发奎部经广西贺县怀集进抵广东四会。

１２﹐２（一一，二）

甲、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等在俄属双城子晤苏俄驻伯力交涉员希马诺维斯克。

乙、奉命援粤之石友三部第二十四师二万余人在浦口叛变，焚劫后即北退（石原拟乘蒋中正

前来训话时，予以劫持，阴谋泄漏，遂叛，复疑南京已有准备，不敢渡江，实则南京甚为空

虚）。

丙、唐生智、刘文辉等五十余人（无西北军将领）电请蒋中正幡然改图，立即罢兵。

丁、中央军第六十师刘茂恩部进逼潼关。

戊、中常会令解散江苏省党部。

己、英外相韩德森在下院表示，愿与中国谈判撤消领事裁判权。

庚、内蒙青年党阿明泰、成德占据海拉尔独立。

辛、上海国家主义派滋扰。

壬、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河北房山周口店发现人猿头骨（即【北京人】）。

１２﹐３（一一，三）

甲、蔡运升与希马诺维斯克在双城子签定草约，中国撤换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俄亦另派正副

局长，原正副局长改任中东路其它职务，中俄均严守１９２４中俄及奉俄协定（蔡即回哈尔

滨转往沈阳）。

乙、苏俄覆１２﹐１美国照会，谓已与奉天当局成立协议，拒绝他国干涉。

丙、外交部照覆美法政府，声明遵守非战条约。

丁、中央军右路指挥官杨杰自河南陕县东退（王均、王金钰、郝梦龄、杨胜治等师均东撤）。

戊、石友三通电攻击国民政府，宣布就任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任命之护党救

国军第五路总司令（１２﹐８发表）。

己、唐生智等通电拥汪兆铭、联张发奎（九日发表，按唐此举，除与改组派联络外，蒋方震

为主要策动者）。

庚、石友三军之另一部在安庆哗变，即向北退走。

辛、李宗仁、黄绍竑抵肇庆。

１２﹐４（一一，四）

甲、唐生智发告全国将士书，拥护汪兆铭，拥戴阎锡山。对蒋中正推崇其军事才能，惟政治

非其所长，复受谭延闿、胡汉民之累，表示惋惜。对冯玉祥，诋其为专制魔王，只知有己，

不忠于党，欺骗人民，应促其反省。并指南京政府为非法政府。

乙、张发奎军抵广东清远。

丙、上海南市电灯厂被滋扰。

丁、蔡运升、李绍庚自双城子到沈阳。

１２﹐５（一一，五）



- 690 -

甲、唐生智通电就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任命之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

乙、韩复矩、马鸿逵等通电响应唐生智、石友三。

丙、宋哲元、孙良诚等电石友三表示援助。

丁、傅作义、苏体仁奉阎锡山命自天津赴东北（与张学良接洽）。

戊、中央军刘茂恩师自潼关退灵宝（１２﹐１８北渡黄河入山西）。

己、蒋中正委冯轶裴为第二十二路总指挥，防津浦路石友三军（

第三、第五师之一部已自南京开赴浦口浦镇）。

庚、齐燮元发表时局通电。

辛、中央监察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会，即闭会。

壬、匪陷皖南黟县。

癸、张学良电利瓦伊诺夫，同意１２﹐３双城子协议，即派蔡运升与希马诺维斯克详议。

１２﹐６（一一，六）

甲、许崇智电劝蒋中正引退，并电粤将领觉悟。

乙、唐生智任命徐源泉、王均、何键、刘兴为第一、二、三、四方面军总指挥，阮玄武、魏

益三、夏斗寅、龚浩、门炳岳、杨虎城、周斓、万选才、任应岐、孙殿英、刘桂堂等二十一

人为军长（按此时王均、杨胜治、夏斗寅等态度均动摇，与唐有谅解，唐复以湖北地盘饵徐

源泉）。

丙、唐生智电刘峙要求让出武汉（唐部即自郑州南下，蒋中正曾电令刘峙，于必要时自武汉

退守九江）

。

丁、杨杰、方鼎英、徐源泉、王金钰、王均等通电讨唐生智。

戊、韩复矩、石友三电西安石敬亭解释误会（十月韩石曾电讨石敬亭）。

己、何成浚自洛阳到青岛，与自上海前来之陈调元、刘镇华、赵戴文会晤。

庚、苏俄代理外长利瓦伊诺夫电复张学良已派伯力交涉员希马诺维斯克与蔡运升会晤。

１２﹐７（一一，七）

甲、国民政府下令拿办唐生智。

乙、阎锡山表示党事国是应由党人国人解决，武力居于服从多数地位，永泯纠纷。

丙、北平唐生智第五路军留守处改名为护党救国军第四路留守处。

丁、何键、周斓等湖南将领通电主息兵御侮（何键拒与唐生智合作）。

戊、蒋中正任夏斗寅为第十三军军长。

己、万倚吾旅在鄂西宜都称护党救国军，进攻宜昌，被彭启彪旅、范石生师击败。

庚、常州第四旅第十二团营长彭建章、李炳新受反蒋派居正、蒋尊簋运动，称江浙联军，截

断沪宁铁路，即南退（居正等又煽动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部第五师营长钱子壮叛变）。

辛、海澄轮在广东大鹏湾被盗焚劫，死伤约百人。

１２﹐８（一一，八）

甲、蒋中正发表谈话谓负责扫除党国叛逆，决不引退。

乙、阎锡山电蒋中正，对豫事表示慨然，愿惟命是从。

丙、赵戴文、刘镇华自南京到北平，即赴太原。

丁、韩复矩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九路总司令。

戊、石敬亭电覆韩复矩、石友三，谓今年五月韩石倒戈乃苦肉计。

己、何应钦、陈济棠、朱绍良等通电讨汪兆铭。

庚、蒋中正任杨虎城为第十七军军长。

辛、广州附近战事开始，张发奎占花县。

壬、美军舰到南京，美国侨民七十三人撤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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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国府派莫德惠为中俄正式会议全权代表。

１２﹐９（一一，九）

甲、外交部派蔡运升为中俄预备会议代表，蔡即由沈阳经哈尔滨、绥芬赴伯力。

乙、中东路督办吕荣寰去职，以郭福绵代。

丙、蒋中正发告全体将士书，决奋斗到底。并另电劝唐生智部师长刘兴、龚浩反正。

丁、蒋中正电覆阎锡山，谓军事确有把握，决奋斗到底。

戊、第二师自汉口开抵浦口与石友三军战于滁州。

己、陈调元表示服从中央（蒋中正任陈部阮肇昌为第五十五师师长，防守鲁南）。

庚、何键否认列名于唐生智等通电，并宣布拥护中央。

辛、沪宁路上行车因路轨被毁，在黄渡出轨。

壬、中外改组上海临时法院会议在外交部开会。

癸、韩麟春卒于沈阳。

子、中共发动反军阀战争周，号召武装保卫【苏联】。

１２﹐１０（一一，一○）

甲、蒋中正发告前方将士书，誓灭唐生智。

乙、阎锡山电蒋中正，谓服从中央，矢志不渝，共同奋斗，并谓原拟与张学良发电主党事由

党员解决，国事由国人解决，武力居于缓冲地位，恐各方误会，未发。

丙、广东北江战事粤军不利，黄绍竑、白崇禧桂军进至军田赤泥。

丁、宋哲元、孙良诚等受汪兆铭电，促宣布即日反攻。

戊、四川杨森及江西鲁涤平等分别通电讨唐生智。

己、杭州发生骚动。

庚、常州叛兵踞宜兴城。

辛、独立第四旅在浦口缴械。

壬、国民党员百余人自称奉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接收河北省党部，被军警包围，逮

捕九十余人。

癸、英向美商保护在华侨民问题（日本表示尚无必要，美表示将撤退危险地区居民）。

子、日本任小幡酉吉为驻华公使，中国各地民众纷纷反对。

丑、财政部甘摩尔设计委员会提出税收意见书（十九年十月一日发表）。

寅、共产党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指责斯大林政策在中国之错误。

１２﹐１１（一一，一一）

甲、中央军第六路（第八师毛炳文）击破广东北江张发奎军。

乙、赵戴文电方本仁，谓阎锡山决消灭改组派。

丙、山西省党部通电讨唐生智。

丁、蒋中正委门炳岳为第五十七师师长（门为唐生智部旅长）。

戊、中央军攻入宜兴城，叛兵团长王锡赍被捕。

己、特派伍朝枢为签订撤消在华领事裁判权条约全权代表。

庚、上海共产党骚动。

１２﹐１２（一一，一二）

甲、中央常会议决：（一）开除汪兆铭党籍并通缉，（二）通缉许崇智、邹鲁、居正、谢持。

乙、广东北江张发奎军溃败，中央军第六路占花县。

丙、赵戴文电蒋中正，谓阎锡山始终拥护中央，并出兵讨唐生智。

丁、蒋中正电阎锡山共同奋斗，相信可于短期内消灭叛逆。

戊、蒋中正委王金钰为第九军军长，徐源泉第十军军长，杨杰为开封行营主任。

己、徐源泉王金钰等攻剿驻临汝郏县之匪军孙殿英、王振（孙王均附唐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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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冯玉祥函劝蒋中正下野。

辛、鹿锺麟、刘郁芬等经山西秘密到潼关。

１２﹐１３（一一，一三）

甲、粤军败桂军黄绍竑等于三水。

乙、西北军吉鸿昌部败万选才师于灵宝。

丙、蒋中正任何成浚为第五路总指挥。

丁、何成浚电劝唐生智立释兵柄（电中追述唐去年再起经过，曾对蒋矢忠矢慎，云有生之日，

皆报蒋之年）。

戊、阎锡山派谢宗周接任平汉路局长。

己、红军占湖北大冶。

庚、匪陷安徽黟县。

辛、陈国辉部陷福建永春。

壬、胡适之【人权论集】序成。

１２﹐１４（一一，一四）

甲、驻美公使伍朝枢三晤美国务卿，商撤销在华领事裁判权（美主分期撤销）。

乙、海拉尔蒙古新旧党冲突，俄军助新党。

丙、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枪毙谋乱之自治军领袖刘凤池。

１２﹐１５（一一，一五）

甲、阎锡山部孙楚、杨耀芳等师向豫北出动。

乙、何应钦自广州北返，转往汉口主持军事。

丙、何成浚自南京到汉口，就第五路总指挥职。

丁、蒋中正任命独立旅旅长高桂滋、李韫珩、李云杰、罗霖为新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及

二十二师师长。

戊、共产党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马玉夫等八十一人发表【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反对斯大林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主张召回托洛斯基等反

对派，恢复其领导工作，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

１２﹐１６（一一，一六）

甲、中俄预备会议在伯力开幕，俄争护路权。

乙、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告全体党员书，打破历来军阀政治，维持革命中心势力。

丙、广东第八路军（蒋光鼐师）及海军克肇庆。

丁、北平警备司令部奉阎锡山令，解散唐生智之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部留守处。

戊、陈调元、刘珍年等通电讨唐生智。

己、杨杰、徐源泉、王金钰、夏斗寅、万选才、王均、方鼎英、蒋鼎文、赵观涛、杨虎城、

刘茂恩、马鸿逵电请刘峙、何成浚入豫，主持讨唐军事。

庚、古巴公使庇德赖递国书。

１２﹐１７（一一，一七）

甲、蒋中正电慰国人，谓张发奎及桂系全部崩落，唐生智、石友三叛乱扑灭在即。

乙、唐生智自郑州南退许昌（拟入湖北，夺取武汉，同时受阎锡山部威胁），王金钰、魏益

三等部入郑州。

丙、津浦线石友三军退临淮关，中央第二十二路军追进。

丁、宋哲元等通电推鹿锺麟为代理总司令，所部编为三军团。

戊、行政院议决永远禁止发行【清史稿】。

己、中国不同意日本以小幡酉吉任驻华公使。

１２﹐１８（一一，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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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俄伯力会议，俄方推旧中东路局长任该路理事长。

乙、阎锡山部第三十三、第三十九两师在新乡集中。

丙、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自汉口赴信阳。

丁、中央监察委员会常会通过开除汪兆铭党籍并通缉案。

戊、中政会通过任戴传贤、邵元冲为考试委员会正副委员长。

１２﹐１９（一一，一九）

甲、蒋中正令韩复矩、何成浚、刘镇华、徐源泉、石友三、王均、王金钰、刘春荣、方鼎英、

魏益三、刘桂堂等归阎锡山节制。

乙、粤军蔡廷锴师再占梧州。

丙、西北军吉鸿昌自潼关东进阌乡。

１２﹐２０（一一，二○）

甲、阎锡山、张学良、刘镇华、陈调元等十人通电，拥护中央，消灭改组派（旋韩复矩、石

友三等亦请列名）。

乙、唐生智部集中平汉线驻马店附近。

丙、韩复矩电蒋中正，遵命受阎锡山指挥。

丁、国务会议明令奖励粤战将士，并通缉许崇智、邹鲁、居正、谢持。

戊、各地纷起反对小幡任驻华日使（日外相币原仍不欲撤回）。

己、中俄伯力会议，俄无撤退满洲里、海拉尔军诚意。

１２﹐２１（一一，二一）

甲、大部晋军分两路积极向豫北晋南出动，豫北由孙楚指挥，晋南由关福安指挥（防止西北

军东出）。

乙、蒋中正以杨胜治代方鼎英任第四十四师师长。

丙、方本仁到太原。

丁、因张学良之请，国府已取销梁士诒、顾维钧、王克敏通缉。

戊、四川邓锡侯部逼重庆。

己、上海法院会议，英、美、法三国联合反对改组。

庚、利昌轮在粤洋遭风沉没，搭客船员二百六十余人均溺毙。

１２﹐２２（一一，二二）

甲、中俄预备会议议定书由蔡运升、希马诺维斯克在伯力签字，恢复七月十日前中东铁路原

状，释放被捕中俄人民，被免职及辞职之中东铁路职工均得复职，解散在华之白俄国白卫军

并递解其首领离东三省，恢复苏俄在东三省及中国在苏俄远东适当地点之领事馆，定明年一

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开正式会议，双方撤退边境军队。

乙、西北军吉鸿昌部东进，万选才师退洛阳。

丙、马福祥由青岛过济南，转赴徐蚌晤石友三等。

丁、第六路军第八师毛炳文占广西广宁。

１２﹐（？）红军第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朱德亦到，毛泽东起草决议，

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及单纯军事观点（为朱德而发。一作１９３０﹐１﹐１）（该军即经连城、

清流、归化、宁化返江西）。

１２﹐２３（一一，二三）

甲、苏俄撤退黑龙江西部军队。

乙、王正廷提出明年外交政策大纲，收回航权及租界，撤退外兵，元旦决宣布撤废领事裁判

权。

丙、中常会议决慰劳蒋中正。

丁、广西吕焕炎通电继续讨逆，拥护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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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反蒋派居正、蒋尊簋在上海为警备司令熊式辉诱捕（１２﹐２７日人犬养毅、头山满等

电熊为居正请命，熊将居正解南京，１９３１﹐１０释）。

１２﹐２４（一一，二四）

甲、晋军第三十三师孙楚部到郑州。

乙、中央军刘峙部（第九师蒋鼎文等）到豫南确山。

丙、何应钦到汉口，就任武汉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

丁、四川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等进攻（接近中央）刘湘。

戊、被俄军俘去之旅长梁忠甲自赤塔回国。

１２﹐２５（一一，二五）

甲、吴敬恒自上海到北平，偕李煜瀛、徐永昌赴太原。

乙、阎锡山设军务处，委周玳、辜仁发为正副处长。

丙、马福祥、李鸣钟到蚌埠，晤石友三。

丁、西北军吉鸿昌部抵洛阳。

戊、江苏盐城为匪所陷。

己、王宠惠自欧洲抵上海。

庚、湘军在平江击毙红军纵队长冷虎，擒大队长胡荣炳、吴楚雄等。

辛、红军周维炯占河南商城，设苏维埃政府及赤化局。

壬、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汪荣宝向日政府提议商洽废止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议及换文，要求

退还庚款由我自行处理。

１２﹐２６（一一，二六）

甲、国民政府拒绝小幡为驻华日使，日政府令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谒蒋中正主席交涉。

乙、第二路军第一师刘峙、第六师赵观涛、九师蒋鼎文、十一师陈诚、十三师夏斗寅（按唐

生智曾运动赵观涛未成）与唐生智军（刘兴、龚浩、门炳岳、安俊才师）在确山附近于冰雪

中开始激战。

丙、蒙古青年党在海拉尔成立共产党政府，委员七人（内有二俄人）。

丁、国府公布公司法。

１２﹐２７（一一，二七）

甲、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自明年元旦起，撤销领事裁判权。

乙、蔡运升自伯力偕新任中东路局长俄人鲁特副局长但尼索夫等抵沈阳，晤张学良。

丙、第八师毛炳文及许克祥部占广西贺县，第八路军占藤县。

丁、何成浚自上海到天津，即赴太原。

戊、马福祥偕石友三代表到南京。

己、国府公布海洋法、保险法、工厂法。

１２﹐２８（一一，二八）

甲、蒋中正通电自明年元旦起，请各报纸于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尽情批

评。

乙、国府令自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凡侨居中国之外国人民，现时享有领事裁判权者，应一律

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并电各地于元旦举行撤废领事裁判权运

动。

丙、国府训令外交部收回香港九龙，免反动派活动。

丁、中俄预备会议伯力协议在沈阳互换。

戊、鹿锺麟自潼关赴西安，并令豫西部队西撤。

己、太湖匪劫无锡乡镇。

１２﹐２９（一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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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苏俄远东军总司令嘉伦下令撤兵。

乙、鲁南发现大股土匪约二千余人。

丙、财政部令各省自明年二月一日起废止内地进口税。

１２﹐３０（一一，三○）

甲、第二路军与唐生智军在河南驻马店苦战五昼夜，相持不下。

乙、蒋中正发表文告，谓气节廉耻为立党立国之本。

丙、东北政务委员会任莫德惠为中东铁路督办。

丁、中常会议决开除宋哲元、石敬亭、鹿锺麟等党籍。

１２﹐３１（一二，一）

甲、新任中东路俄国局长鲁特、副局长但尼索夫就职，恢复七月一日前状况。

乙、国府授与阎锡山、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及东北、山西、河南、广东与海

军将领宝鼎勋章。

丙、北平世界日报因载阎锡山出兵目的在对南京消息，被公安局封闭，国闻通信社亦被封闭。

丁、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签订之中西友好通商条约本日互换。

戊、全印度国民大会通过独立案。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３０──中华民国十九年庚午

１﹐１（一二，二）

甲、本日起，废止外人在华领事裁判权（英美政府表示主张逐渐进行）。上海临时法院直隶

中央，各地交涉员裁撤。

乙、蒋中正发表文告，勉同志砥砺气节廉耻。

丙、中央明令慰劳蒋中正，并授勋阎锡山、何应钦等。

丁、刘文辉在成都举行迎汪（兆铭）讨蒋（蒋中正）大会。

戊、杨虎城军自南阳袭击唐生智军，占领驻马店。

己、南京镇江地震。

１﹐２（一二，三）第二路军刘峙、杨虎城、陈诚、蒋鼎文、夏斗寅、赵观涛等师大败唐生

智军龚浩、刘兴、门炳岳各部于驻马店附近。

１﹐３（一二，四）

甲、阎锡山抵郑州，谋联唐生智，马福祥等亦自南京前来。

乙、西北军又自洛阳退新安。

丙、张发奎军自广东退至广西平乐。

丁、北平世界日报复刊。

１﹐４（一二，五）

甲、阎锡山委韩复矩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王金钰、刘春荣为中央军正副司令，王均、杨胜治

为右翼军正副司令，张德顺为左翼军司令。

乙、豫南驻马店附近唐生智部向北溃退。

丙、粤军克广西桂平。

丁、第十三旅克江苏盐城。

戊、汪兆铭在上海发表【党治之意义】。

己、中东路新任俄局长接事，委任大批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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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一二，六）

甲、王金钰、韩复矩、王均等电劝唐生智速解甲出洋。

乙、湖南新编第八师唐生明团在宝庆哗变，南走祁阳（入广西）。

丙、莫德惠就任中东铁路督办。

１﹐６（一二，七）

甲、唐生智愿出洋，所部交刘兴接统，阎锡山电蒋中正与川资五万元。

乙、法政府抗议我撤废领事裁判权。

丙、蒙古青年党经俄方授意，退出海拉尔。

丁、闽北新编第二师师长卢兴邦部旅长卢兴荣、福建省防司令林忠拘捕与独立第四师（新编

第一师）师长张贞（闽南系）及方声涛有关系之省政府委员林知渊、许显时、陈乃元、程时

奎、郑宝菁、及水上公安局长吴茨（澍），主席杨树庄出走（翌日被拘诸人被送往延平）。

戊、中常会通过任蒋中正、胡汉民、吴敬恒、邓泽如、林森、张继、邵元冲等为党史史料编

纂委员会委员。

己、戴传贤、孙科正式就任考试院正副院长职。

庚、长江流域及西北大雪，各地奇寒。

１﹐７（一二，八）

甲、古应芬、陈铭枢、陈济棠、吕焕炎在梧州会商广西善后问题。

乙、阎锡山委孙楚为第二十三路总指挥兼郑州警备司令，孙殿英为第十四军军长。

丙、第二路军第一师刘峙、第九师蒋鼎文、第六师赵观涛、第十七师杨虎城占遂平。

丁、哈尔滨俄人肆行污辱华人，逞凶伤人，中东路车连日出轨互撞。

１﹐８（一二，九）

甲、唐生智部刘兴电蒋中正表示服从（同时唐又唆使孙殿英等防守西平、郾城，阻中央军前

进）。

乙、中政会通过任臧式毅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准翟文选辞职。

丙、英使蓝浦生抵京，晤王正廷。

丁、交通、外交、财政三部合组之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决定废止今年十二月到期之中英大东、

中丹大北、中美太平洋公司水线合同（

太平洋公司允协商）。

戊、中政会决议，中央研究院一切建筑应在首都。

１﹐９（一二，一○）

甲、银价暴跌，金价飞涨，中政会临时会议讨论急切救济办法。

乙、第二路军占西平，败孙殿英、冯华堂军（冯为阮玄武部）。

丙、阎锡山电蒋中正，谓唐生智引退，请停止攻击。

丁、平汉路在河北临洛关撞车。

１﹐１０（一二，一一）

甲、英使蓝浦生再晤王正廷，商领事裁判权问题。

乙、第二路军占郾城，唐生智部冯华堂、安俊才、公秉藩等投降。

１﹐１１（一二，一二）

甲、国府命财政、工商二部迅筹解济金银价骤变办法，财政部长宋子文到沪，征求各方意见。

乙、福建师长张贞通电攻讦卢兴邦。

丙、上海日总领事重光葵任驻华代理公使。

１﹐１２（一二，一三）外部连电张学良促莫德惠入京，商中俄会议问题，并历举中俄预备

会议协议之不当各点。

１﹐１３（一二，一四）



- 697 -

甲、国府纪念周孙科报告政府决不承认中俄伯力协议。

乙、刘兴、龚浩部在郾城、漯河被缴械，唐生智离军下野（经开封赴天津转香港）。

丙、红军朱德等扰福建连城、宁化。

１﹐１４（一二，一五）

甲、韩复矩请辞本兼各职。

乙、孙殿英通电就阎锡山所委之中华民国陆军第十四军军长。

丙、陈策率军舰攻琼崖叛军。

丁、中东铁路华工因被裁不平，同盟罢工。

１﹐１５（一二，一六）

甲、中政会议决：（一）自二月一日起所有海关进口税一律改用金币，以值６０。１８６６

公厘纯金为单位（国府即日下令，财政部亦即训令总税务司遵照）。（二）十月十日起撤消所

有厘金及一切类似厘金之税收（十七日下令）。

乙、阎锡山离郑州回太原。

丙、张学良电阎锡山请力谋统一，互相提携，以安反侧。

丁、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各军反攻。

戊、汪兆铭在上海发表关于言论自由谈话。

１﹐１６（一二，一七）

甲、中常会选任宋子文为国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

乙、上海各金融团体议决，自七月一日起实行废两为元。

丙、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自上海到南京与王正廷开始谈判关税问题。

１﹐１７（一二，一八）

甲、上海法院会议以英美阻梗，无结果。

乙、国府议决抚恤讨唐生智伤亡将士。

丙、韩复矩、石友三、马鸿逵会于开封，商石部移防事。

丁、杨虎城师击败进占河南内乡之西北军刘汝明部。

１﹐１８（一二，一九）

甲、蔡运升因擅签中俄伯力协定，被中央申斥，本日在哈尔滨访俄代表，说明中央否认协议

情形，并要求更正俄方所发表条文及会议日期地点。

乙、云南龙云部旅长高荫怀败胡若愚等，擒前师长张汝骥于华坪（一说为１９３０﹐８﹐１

２）。

１﹐１９（一二，二○）

甲、南宁桂军张贯之拥李宗仁抗吕焕炎及粤军，黄绍竑亦由武宣占领桂平贵县。

乙、粤军余汉谋等师克广西平乐。

丙、阎锡山继续成立八个保安队（每队约一师）

。

丁、马福祥到汴调解石友三移防问题，并挽留韩复矩。

１﹐２０（一二，二一）

甲、蒋中正调军集中津浦线南段，陈调元部亦自鲁南下，迫石友三军就范。

乙、何应钦自汉赴湘晤何键，商攻桂军事。

丙、粤军蔡廷锴师克广西荔浦修仁，因桂军及张发奎军反攻，改取守势。

丁、桂军占领广西兴业、郁林。

戊、蒋中正报告，决实行裁员减政。

己、国府正式任命莫德惠为中东路督办。

１﹐２１（一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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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中正任命石友三为河南清乡总指挥，归韩复矩节制，命即移驻颍亳。

乙、改组上海特近区临时院协定由中英美法荷巴西挪威七国代表签字。

１﹐２２（一二，二三）

甲、阎锡山在太原补行陆海空军副司令就职宣誓典礼，谓当于【

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八字努力做去，中国今日已确到尚治不尚兵时期，大家应群策群力，

找出一条治道来走。

乙、石友三、韩复矩分别电蒋中正，遵令办理。

丙、粤海军司令攻占琼州，叛军司令吴道南败走。

１﹐２３（一二，二四）

甲、夏斗寅接管武汉卫戍事宜。

乙、中常会派毛光翔等为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

丙、上海丝厂百零四家因欧销不振，茧本奇昂，先后停闭。

丁、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外交部，日本不允退还庚子赔款，惟关于对华文化事业协议运用，不

妨另行协议（外交部电覆，断难同意）。

１﹐２４（一二，二五）

甲、国务会议议决免安徽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石友三职，以王金钰继任。

乙、鄂东阳新匪甚炽，新任县长赵铁公被戕，县署被焚。

丙、华洋义赈会报告陕西饿毙二百余万人。

丁、日本内阁决定改订中日商约交涉方针，从速解决关税问题。

１﹐２５（一二，二六）

甲、石友三军离蚌埠，开往归德亳州，中央军第三师陈继承第二师顾祝同接防蚌埠。

乙、第八路军因张（发奎）桂军反攻，集中梧州。

１﹐２６（一二，二七）

甲、苏俄政府宣布中俄正式会议无限展期。

乙、何键部第四路军第十九师刘建绪等部开往广西，追击唐生明变兵，助陈济棠解决桂局。

丙、何应钦、刘峙自汉口回南京。

１﹐２７（一二，二八）

甲、第五路总指挥何成浚、第九军军长王金钰离郑州南下，所部亦南开。

乙、中常会议决：（一）定三月一日开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二）人权法

原则缓议。

丙、前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葛建时、倪弼、顾子扬等因与桂系之何民魂，改组派之滕固勾结，

图谋不轨，被正式提起公诉。

１﹐２８（一二，二九）

甲、邹鲁及冯玉祥代表黄少谷抵太原，运动反蒋。

乙、莫德惠抵南京，商中俄问题。

丙、财政、工商二部呈国府及行政院，禁止地方自设关卡，取消违章苛细捐税。

１﹐２９（一二，三○）

甲、中政会议决以贺耀组为国府参军长，并追认王金钰为安徽省政府主席。

乙、波兰公使魏登涛自上海入京，议改约。

丙、匪陷广东仁化县。

１﹐３０（一，一）

甲、李宗仁、张发奎等袭梧州，与粤军战于戎墟。

乙、王金钰电蒋主席，辞安徽省政府主席职。

丙、邹鲁自太原赴沈阳（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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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一，二）

甲、国务会议议决：（一）批准中希通好条约。

（二）派王正廷为与捷克斯拉夫国订约全权代表。（三）首都警察厅长姚琮撤职，以吴思豫

继。（四）公布省政府等组织法。

乙、何成浚自汉口乘飞机到京。

丙、红军朱德、毛泽东占江西永丰（旋占遂川）

。

丁、红军贺龙攻湖南桑植，被击退，入鄂境。

戊、湖北汀泗桥发现红军千余，斫断电线。

２﹐１（一，三）

甲、国府宣布本日起，实施关税自主。

乙、蒋中正召见莫德惠，商对俄问题。

丙、阎锡山代表赵丕廉偕邹鲁等离太原。

丁、共产党俞作豫、张云逸、邓小平等在广西龙州成立苏维埃政府（先后占据右江二十余县）。

戊、上海工部局以十五万元抚恤五卅死难家属（五卅惨案结束）。

己、美使约翰逊递国书。

庚、比政府批准收回天津比租界协议。

２﹐２（一，四）讨桂之粤湘军再度进攻。

２﹐３（一，五）

甲、蒋中正在国府纪念周报告将赴粤彻底解决广西问题。

乙、粤军蔡廷锴第十六师克广西蒙江藤县，湘军陈光中第七旅克全州。

丙、红军第四军占江西南丰（又占会昌、遂川）

。

丁、王正廷与英使蓝浦生在南京续商撤销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

戊、何应钦在中央党部报告，提出节约运动。

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停业，亏四百万元。

庚、平浦线通车。

２﹐４（一，六）

甲、桂军白崇禧及张发奎军败第六路军第八师毛炳文第五十师谭道源等部于广西荔浦。

乙、张发奎部李汉魂等师占广东廉江高州，唐生明部入桂林，与张军合。

丙、第一第三等师开抵徐州。

丁、蒋中正委第五师第十三旅长胡祖玉为太湖剿匪总指挥。

２﹐５（一，七）

甲、中政会议决定中俄伯力协议补救办法，恢复邦交不在会议讨论，全部通商须在复交以后。

乙、中政会议决改组湖北省政府，以何成浚、吴醒亚、黄昌谷等为委员，仍指定何为主席。

丙、第六路军再败于广西平乐，退昭平贺县。

丁、山东第五十五师阮肇昌军火车在泰安南爆炸，死兵士五十二人。

２﹐６（一，八）

甲、中政会临时会议，决定对俄办法（议决案未发表），中俄正式会议不以伯力协议为根据。

乙、中常会禁以党徽作商标装潢。

２﹐７（一，九）

甲、中政会外交组委员会开对俄紧急会议。

乙、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对俄事引咎辞职。

丙、外交部亚洲司长周龙光因在沈阳办理中俄事件未能悉照部意部令，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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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宋子文与日代使重光葵谈判关税。

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议决采用征兵制，设征兵委员会。

己、毛泽东在赣南富田召开地方代表会议：（一）实施土地分配，（二）加速苏维埃的建立，

（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兴国东固（时赣南约十县为红军占有）。

庚、红军贺龙犯湖北鹤峰、施南。

２﹐８（一，一○）

甲、外交部发表关于中俄伯力纪录宣言，谓所载多超越权限，亦未经政府批准，正式会议专

为讨论中东路善后问题，至通商及其它问题，如俄另派代表来华，亦愿与商议。

乙、国府训令行政院将办理中俄交涉之驻芬兰公使朱绍阳、前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严劾议处，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免职查办。

丙、中央执委员训令各省市党部撤销十七年颁布之商民协会组织条例，结束商民协会。

丁、阎锡山在河北、山西一带招募保安队。

戊、湘军陈光中旅占广西兴安，第十九师刘建绪占义宁。

己、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共产国际来电转知陈独秀，命前往莫斯科讨论其被开除党籍问题。

２﹐９（一，一一）

甲、蒋中正电阎锡山论时局，告即赴粤督师，并促赵戴文返京（

是日阎电蒋要求增拨军饷）。

乙、阎锡山代表赵丕廉秘密到上海，与各派接洽倒蒋运动。

丙、蒋中正派员在江浙鲁招兵一万八千人。

丁、第八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师在藤县为桂军许宗武所败，退戎墟。

戊、杨树庄自闽到京，商闽政变事。

己、红军第十二军杨之光再占江西瑞金。

庚、中央禁上海报纸载俄事。

辛、行政院训令外交、交通、财政、工商四部核计收回港权与航权。

２﹐１０（一，一二）

甲、阎锡山电约蒋中正共同下野，谓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应以礼让为国。

乙、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传贤、赵戴文五院长发告军人书，谓背叛中央系自图灭亡，

希望明了四点：（一）军队为国家之武力，非个人私产；（二）

须于保障国家生存中求生存，不宜牺牲国家生存而求己之幸免；（三）须不存利用别人之心，

亦不可为别人所利用；（四）只求问心无愧，不畏人之灭我；又谓中央态度始终以总理天下

为公之怀，既无丝毫利用某方消灭某方之心，更不至受某方利用以制某方。

丙、刘峙部第二路军连日由鄂东开，集中徐州一带，第六十四师马鸿逵部由徐南开，第四十

九师任应岐部由海州开皖北颍亳。

丁、张发奎部李汉魂师退出广东高州。

戊、第十八师朱耀华旅败红军朱德毛泽东，收复江西乐安（是月红军占宁都）。

２﹐１１（一，一三）

甲、韩复矩电蒋中正阎锡山，称病请假半月。

乙、第六路军许克祥师自广西阳朔冲出重围，抵达广东连山。

丙、第十五旅唐云山部败红军朱德、毛泽东，收复江西永丰。

丁、红军第七军及第八军分别正式成立于广西右江百色，左江龙州，以张云逸、俞作豫分任

军长，李明瑞为两军总指挥，龚楚为参谋长兼第十九师师长，并成立苏维埃政府。

戊、上海徐家汇法国水兵调戏行路妇人，并刺伤调解者七人。

２﹐１２（一，一四）

甲、蒋中正电阎锡山，谓革命救国本为义务，不容诿卸，对凭借武力谋危党国者，舍武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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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外，无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劝勿消极，同竟救国之功。

乙、张学良电谭延闿等，主开诚布公，拥护中央，以固统一。

丙、张群偕杨树庄赴福州，处理闽局。

丁、中政会议决派莫德惠为中俄会议全权代表，解决中东路善后问题（２﹐１５明令发表）。

戊、中捷友好通商条约由王正廷与捷克代办倪慈都在京签字（２﹐７？）。

２﹐１３（一，一五）

甲、阎锡山电蒋中正，谓治国之道，重在止乱，而不重在戡乱，下野后可使攻击者无目标，

无借口。凡属国民党者，应团结一致，取决多数，以解决国事，完成整个的党。

乙、苏俄派兵驻满洲里领事馆，并逮捕白俄商人。

丙、日本在吉林龙井村设立吉会路筹备处。

２﹐１４（一，一六）

甲、蒋中正发表谈话，谓出处进退，以党国命令为依归，权利可以牺牲，而义务不能放弃，

责任不能推诿。在目前困难万状之中，不顾成败利钝，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决心，为党戡

乱，为国锄奸。

乙、赵戴文电蒋中正，时局尚有挽回可能。

丙、朱绍良之第六路军退集广西贺县。

丁、国务会议（一）任李煜瀛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二）禁售清史稿。

２﹐１５（一，一七）

甲、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电阎锡山，论下野之不可，请其三思，不可出尔反尔。

乙、何应钦电赵戴文谓阎如诚意下野，尽可径自出洋休养，以息谣诼，若欲为民服务，则请

拥护中央，庶几磊落光明，希劝其临崖勒马。

丙、吴敬恒电赵戴文，论阎锡山三不可，反对其合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解决时局之

主张。

丁、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电阎锡山，劝武装迫蒋引退。

戊、驻山东沂州之新编第十九师高桂滋部向津浦线出动，并通电诋毁蒋中正、陈调元。

己、国府令安徽省政府委员程天放兼代民政厅长，并代行主席职权。

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宣言，定于本年五月三十日召开全国苏维

埃区域联合会。

辛、上海公安局统计全市人口为二百八十一万八千八百六十六人（租界占一百一十九万八千

六百七十九人），外侨占四万九千七百七十五人。

２﹐１６（一，一八）

甲、阎锡山覆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申述下野必要，并谓武力居于党之上，党不会不破裂。

乙、蒋中正发表告军人书，望明察叛变讨伐之别，顺逆之分，公私之辨。

丙、韩复矩、石友三、孙殿英在开封会议，推韩为总指挥，决对中央军作战。

丁、第八路军第二纵队蒋光鼐部克广西北流，桂军许宗武及张发奎部邓龙光军退郁林。

戊、莫德惠离京北上回辽。

己、鲁迅、夏衍（沈瑞先）等在上海成立【组织国内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委员会】。

２﹐１７（一，一九）

甲、阎锡山再电谭延闿等，主依编遣会议决议案组织元帅府，或组织机枢元老等院。

乙、第二路军与石友三孙殿英部在砀山附近接触。

丙、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声称服从中央。

丁、吴敬恒在中央党部纪念周讲演，指责阎锡山。

戊、陈独秀电覆共产国际，拒赴莫斯科，斥共产国际为机会主义。

２﹐１８（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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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阎锡山三电蒋中正，谓无须劳师动众，一纸命令，无不服从，并将十日致蒋电宣布。

乙、汪兆铭电阎锡山，谓年来党国分崩离析，实蒋个人独裁一念致之，望坚持正义，不避劳

怨，与海内同志共底于成。

丙、阎锡山代表梁汝舟抵沈阳谒张学良。

丁、粤桂军连日在广西容阳北流大战，桂军许宗武梁朝玑师及张发奎部李汉魂邓龙光师败退，

粤军香翰屏蔡廷锴二师亦有重大损失。

戊、刘峙自南京到徐州。

己、第二届中执委改组派要人王乐平在上海被刺殒命。

庚、张群在福州遇刺未中。

辛、上海各报议决减少篇幅，通力合作。

２﹐１９（一，二一）

甲、蒋中正电阎锡山，反诘其委派司令，斥其以礼让为名，争夺为实，不惜甘为党国罪人。

信义为礼让之本，既约冯玉祥同行出洋于前，反束缚其行动于后，复挑拨西北军动兵。今日

宜首践请冯出洋之约，复其自由，尤须切实负责编遣会议之议决案，以示服从命令，非出矜

诬。

乙、阎锡山电覆谭延闿等，主党事由全体党员总投票表决或继统、或复统、或另成四届以解

决二届三届之争，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均摆脱军权，入元老或机枢等院。

丙、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再电阎锡山，谓宜高拱中枢，弼成训政，下野之说，盖难自圆

（２﹐１８？）。

丁、内政部长杨兆泰奉蒋中正命自南京过北平赴太原，敦促赵戴文斡旋大局。

戊、阎锡山令驻郑州之孙楚师晋军归韩复矩指挥。

己、张群在福州二次遇刺微伤。

庚、红军俘湖北咸宁县长黄玄猷。

辛、中政会通过任李禄超为驻墨西哥公使。

２﹐２０（一，二二）

甲、鹿锺麟电拥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

乙、阎锡山四电蒋中正，指责三全大会，武力不当以个人为中心，应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

丙、山东陈调元部第五十五师阮肇昌、第四十六师范熙绩会合新编第二十六师陈耀汉围攻枣

庄临沂诸城等处，高桂滋之新编第十九师，中央军刘峙顾祝同等亦将第四十九师任应岐之大

部在睢宁、灵璧一带缴械。

丁、第七师王均第十师杨胜治部均自河南开抵津浦线南段。

戊、陈铭枢、陈济棠、朱绍良、陈策、吕焕炎及师长毛炳文等在梧州会商对桂军事。

己、汪兆铭发表宣言，谓王乐平被刺为政治性质。

庚、沪匪以小轮在黄浦江中绑票。

２﹐２１（一，二三）

甲、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电请蒋介石下野引去，推阎锡山为陆海空军

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为副司令。

乙、晋军冯鹏翥师进占山东曹州。

丙、前广东省党部响应阎锡山电。

丁、国务会议（一）制定十九年度试办预算章程，（二）派伍朝枢为海牙编纂国际法会议全

权代表，（三）定四月二十一日召集第二次全国禁烟会议。

戊、前任中东铁路俄局长叶米沙诺夫就东铁副理事长职，我方反对无效。

己、黑龙江室韦白俄暴动，省府派兵往剿。

庚、赣东共产党方志敏占上饶，成立红军第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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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一，二四）

甲、蒋中正电阎锡山，否认个人中心之武力说，如本人下野，无异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

乙、蒋中正之代表方本仁到沈阳，晤张学良。

丙、蒋中正委杨虎臣为南阳警备司令。

丁、朱绍良之第六路军总指挥部由信都移梧州。

２﹐２３（一，二五）

甲、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鹿锺麟、何键、韩复矩、刘文辉、毛光翔、石友三、王金钰、

张发奎、孙殿英、刘存厚、田颂尧、杨森、邓锡侯、杨虎臣、刘桂堂、卢兴邦等冀、晋、察、

绥、陕、甘、新、豫、川、黔、桂、闽各地将领四十五人通电，主由一、二、三届中央委员

组织临时国民党干部会议，于最短期间成立四届中央，或由全体党员总投票取决多数，以解

决二届三届之争，完成整个的党。

乙、阎锡山电覆前广东省党部，抨击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丙、高桂滋自临沂退守诸城。

２﹐２４（一，二六）

甲、阎锡山五电蒋中正，谓个人引退不能取消，并攻击三全大会代表，及编遣讨伐等事。

乙、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再电阎锡山，反对其十九日电之主张，并谓总投票违反党章，

责其接收中央机关，进兵鲁西。

丙、汪兆铭电阎锡山，赞成全体党员总投票解决党的纠纷，并诋蒋好乱怙权，阴狠险毒，劝

阎以武力制裁。

丁、西北军开始向洛阳及鄂北出动。

戊、挪威公使奥倍尔递国书。

２﹐２５（一，二七）

甲、阎锡山自太原赴五台建安村迎冯玉祥。

乙、太原成立各方将领联合办事处。

丙、蒋中正委第五十一师长范石生为襄樊警备司令。

２﹐２６（一，二八）

甲、蒋中正电阎锡山作最后忠告，结束无益辩论。

乙、平津中央机关均被接管。

丙、河北绥远晋军陆续向津浦线及鲁西开动。

丁、中政会通过（一）任马福祥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准王金钰辞职。（二）任何应钦

兼军政部长，准朱绶光辞代职。（三）任葛敬恩为青岛特别市长。

戊、红军第六军孙德清（恽代英为政治委员）占湖北潜江，另支占通城。

己、上海邮务工会反对设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

２﹐２７（一，二九）

甲、第三路总指挥兼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矩，第十三路总指挥石友三电蒋阎，主张和平，一

切由党部解决，反对借口武装促进和平。

乙、北宁车在饶阳河站被土匪行劫。

丙、桂军白崇禧部进抵蒙江。

丁、绥远五原有巨星陨落。

２﹐２８（二，一）

甲、冯玉祥与阎锡山由五台建安村抵太原，对时局不表示意见，谓一切听阎主持。

乙、阎锡山电胡汉民等，谓既不见谅，尚何多言。

丙、阎锡山电蒋中正，谓各行其心安。

丁、国务会议任夏斗寅为武汉警备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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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蒋中正委郝梦龄代魏益三为第五十四师师长。

己、据陕西略阳县长报告，该县人争相食。

３﹐１（二，二）

甲、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午开幕，胡汉民主席，推蒋中正、胡汉民、谭

延闿、于右任、孙科为主席团。下午开第一次大会，议决：（一）

汪兆铭开除党籍，丁超五递补执委。（二）推定党务、政治、经济、教育各组审查委员。（三）

阎锡山联合武人倡为谬说，违反党纪，动摇人心，并有调遣军队，破坏交通情事，特派李煜

瀛、张继、赵戴文切实查明，并令赵戴文就近先行查实呈报。

乙、蒋中正电第三集团军将领，认清是非，力持正义，劝阎锡山及早自拔。

丙、张学良通电，主和平息争，劝蒋阎领袖群伦工作。

丁、张学良增兵山海关及热河。

戊、太原遍贴反蒋中正标语，津浦铁路在德州阻断。

己、共军攻占南浔铁路马回岭，南昌九江交通断绝。

庚、国务会议批准第十一次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之最低工资公约。

辛、近日河南灾民陆续运出山海关者约十万人。

壬、湖南户口调查计５﹐３８１﹐７６６户、２７﹐４５８﹐０５７口。

癸、杭州举行抽签废娼。

子、陈独秀等主办之【无产者】出版。

３﹐２（二，三）

甲、阎锡山电覆张学良赞成和平息争（因受张威胁，韩、石不为所用，冯玉祥消极）。

乙、吴敬恒电阎锡山，论全国代表大会指派代表原因，一届指定为防腐，二届为亲共，三届

为汰共。

丙、中央军主力集中徐州一带。

丁、西北军代表熊斌、何其巩自京沪到晋，邓哲熙亦自辽宁回太原。

戊、北平市党部被反中央派接收。

己、鲁迅、周扬（周起应）、茅盾（沈雁冰）、郁达夫、钱杏村、丁玲、蒋光慈、冯乃超、田

汉、柔石、尽宣、夏衍（沈瑞先）等组织之【中国左翼文艺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并成立

【马克斯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上月上海有【自

由大同盟】之组织，鲁迅亦参加）。

３﹐３（二，四）

甲、蒋中正电覆张学良，历指阎锡山之军事行动，中央仍力望和平，望张派员调查，仗义执

言，促阎觉悟，使各地党部仍能执行职权，军队不自由动员，撤退鲁豫部队，取消中华民国

军之委任令，驱逐平津间反动份子，使和平统一得以实现。

乙、阎锡山电中央及蒋中正辞本兼各职。

丙、赵戴文电三全会谓晋方调军系换防，并未破坏交通。

丁、三中全会第二次大会议决：（一）限期肃清土匪，（二）厉行节约运动，（三）开发黄洮

泾渭汾洛等河水利以济西北民食，（四）撤销整理山西金融公债二千四百万元。

戊、江苏宝山昼晦，黑气自海面冲起，有白虹一道，虹北黑气浓，南则天朗气清，黑白分明。

３﹐４（二，五）

甲、何键、何成浚、刘湘、鲁涤平、王金钰、徐源泉、夏斗寅等三十余人，通电拥护中央。

乙、阎锡山电鹿锺麟、韩复矩、石友三，决定下野出洋。

丙、郑州晋军孙楚师，鲁西冯鹏翥师后退。

丁、晋军傅作义师占德州，鲁军退平原禹城。

戊、密集太原之各方代表，因时局转变，集议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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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石友三之副总指挥秦建斌到南京。

庚、马福祥自南京电赵戴文，请劝阎锡山与公道和平相终始。

辛、德使馆正式否认以毒瓦斯供给南京政府，德国已严禁制造。

壬、三全会第三次大会：（一）限制官吏兼职，（二）拨款建设首都，（三）通过政治会议条

例，（四）建设方针。

癸、永定河北岸三十三号缺口出险。

３﹐５（二，六）

甲、胡汉民、谭延闿、王宠惠电阎锡山，劝取消中华民国联军名义，撤回各总司令各总指挥

委任，一切党务政治军事惟中央之命令是听，以事实证明服从中央，拘逐党国叛徒。

乙、阎锡山电中央及蒋中正，谓此次主张国是，原为止乱，既不蒙鉴察，即偕冯玉祥出洋。

丙、驻郑州之晋军孙楚师，急遽向北撤退，给养什物均遗弃，石友三军自归德开抵郑州接防，

平汉路交通在黄河附近断绝。

丁、鹿锺麟电蒋中正，请对西北军一视同仁，加以接济。

戊、邹鲁电蒋中正痛诋。

己、三全会四次大会通过东方、北方大港计划。

庚、上海法界祥昌布厂工人索退职金，法越巡捕开枪，击毙工人邢有成，伤四人。

３﹐６（二，七）

甲、蒋中正委韩复矩为讨逆军前敌总指挥，石友三为平汉方面军总指挥，马鸿逵为津浦方面

军总指挥兼第十五路总指挥，顾祝同副之，兼第十六路总指挥，陈调元为第一总预备队总指

挥，王均副之，王金钰为第二总预备队总指挥，孙殿英为第二十七军军长。

乙、徐源泉为鄂北剿匪总指挥，王金钰为平汉南段警备司令。

丙、三中全会上午开第五次大会，下午闭会，由于右任致词并发表宣言：（一）今后党务必

须集中于县及县以下之地方社会事业（地方自治），（二）励行节约，利用外国机器与技术以

举建设敏速之效，而解人民生计之苦（经济建设），（三）以教育建立三民主义之社会，以教

育充实三民主义之国家（普及之三民主义教育）。

丁、赵戴文电马福祥谓阎决下野出洋，本人不日即回京。

戊、桂军黄权、张贯之占领广东廉州。

己、湘西剿匪指挥戴斗垣克大庸（周朝武所陷）

。

庚、行政院呈国府，请抗议苏俄压迫外蒙。

３﹐７（二，八）

甲、阎锡山、冯玉祥在太原作最后商定，决合作一致，取消下野出洋之议（时西北军将领痛

恶阎之反复，正在潼关会议，决三路攻晋，并与中央联络，阎大惧，以八十万元现金资冯，

合力讨蒋，以止攻晋之师）。

乙、中日关税会议在沪续开。

丙、日本上海间航空开始，日飞机今日到沪。

丁、国务会议令保存各省县市旧有档案。

戊、撤销王克敏、顾维钧、梁士诒通缉案（张学良之请）。

己、永定河南二段二十六号又出险。

３﹐８（二，九）

甲、冯玉祥秘密离太原回潼关（十日到潼关）。

乙、石友三自归德移驻郑州，晋军孙楚部继续北退。

丙、孙殿英在亳州就讨逆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职。

丁、桂军占广东合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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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海拉尔警备司令防俄名将梁忠甲暴卒。

３﹐９（二，一○）

甲、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通电宣布俞作柏、李明瑞勾结共党，在龙州组苏维埃，

扰江右一带。

乙、马鸿逵在浦口就讨逆军第十五路总指挥职。

丙、上海工人捣毁未登本月五日祥生工潮新闻之时事新报报馆。

３﹐１０（二，一一）

甲、国府明令准阎锡山辞职，并派赴欧美考察实业（二小时后又撤回）。

乙、阎锡山电南京马福祥，谓决心下野，即行出洋。

丙、蒋中正电赵戴文留晋，收拾善后。

丁、冯玉祥自山西到潼关（石敬亭反对与阎联合，冯不听，石辞职）。

戊、鹿锺麟、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等通电挽留阎锡山。

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电请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即就总副司令职，对

蒋出最后处置。

庚、阎锡山招集所部师长以上人员会议。

辛、晋军孙楚师自新乡彰德退磁州、邯郸，石友三军自郑州进驻彰德，第五路军王金钰、郝

梦龄、刘桂堂等部开往郑州。

壬、何应钦就军政部长，贺耀组就参军长职。

癸、前被闽北师长卢兴邦拘捕之福建省政府委员程时煃等三人获释（尚有三人被拘）。

子、蒋中正派第十八师长张辉瓒为江西剿匪总指挥。

丑、龙州苏维埃政府宣布实行共产（至十五日止，杀人千余）。

３﹐１１（二，一二）

甲、派王正廷为议订收回威海卫租借地专约全权代表。

乙、尼泊尔受英人嗾使，进攻西藏（班禅代表呈报）。

丙、共军朱德等占江西福安，县长及公安局长均全家被杀。

丁、教育部训令各大学自十九年度起不得再招预科学生。

戊、上海药业罢工。

３﹐１２（二，一三）

甲、中日关税协议草约由王正廷重光葵在南京签字。

乙、晋军傅作义部自德州退沧州，冯鹏翥部自曹州退大名，孙楚部自河南退邯郸。

丙、第十六路总指挥顾祝同率所部到济南，第五十二师叶开鑫部亦向泰安开拔（叶师及新第

三师刘珍年均归顾指挥）。

丁、陈调元在济南就第一总预备队总指挥职。

戊、蒋中正委第三师长陈继承为江北剿匪总指挥。

３﹐１３（二，一四）

甲、商震、徐永昌、杨爱源、李培基、孙楚、傅作义等通电挽留阎锡山，谓蒋已于六日下讨

逆军作战命令，决阻阎出洋，在军待罪。

乙、汪兆铭致书西山会议派之覃振，解释过去误会，主以党驭军。

丙、中央常会决议，暂以党歌代国歌。

丁、丹麦皇太子佛利德尼克到南京（市长刘纪文事先拆除中山路旁茅屋，以壮观瞻）。

戊、红军朱德等占江西宜丰县，并败唐云山旅于吉水。

３﹐１４（二，一五）

甲、鹿锺麟、商震、黄绍竑、刘郁芬、白崇禧、徐永昌、张发奎等五十七人通电以十事诋责

蒋中正，请其敝屣尊荣，以党政还之国人，则干戈可化玉帛。



- 707 -

乙、商震等电鹿锺麟等，谓如有酷嗜武力，排除异己者，当唯力是视。

丙、冯玉祥电诋吴敬恒（吴于昨日曾电劝冯氏，本月十八日吴亦覆电责冯）。

丁、张学良召集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会议时局。

戊、国务会议议决改组苏皖两省政府，以叶楚伧、胡朴安、陈其采等为苏省府委员，叶为主

席（原为钮永建），马福祥、王之觉、孙绳武等为皖省府委员，仍以马为主席。

己、国府准将浙省党部所拟佃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施行细则备案。

３﹐１５（二，一六）

甲、王正廷与日代使重光葵在沪开议修改商约。

乙、鹿锺麟、商震、黄绍竑、张发奎等五十三将领通电数蒋中正六罪，并推李宗仁为中华民

国海陆空军副司令。

丙、第十六路军顾祝同部奉令自济南开兖州泰安。

丁、第五路总指挥何成浚自汉口乘飞机到南京。

戊、共军朱德毛泽东围攻赣州。

己、武长路贺胜桥发现共军二千余人。

庚、陕西华县赈灾会通电谓该县饿死三万余人。

辛、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成立。

３﹐１６（二，一七）

甲、冯玉祥任鹿锺麟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维玺、孙良诚、庞炳勋、宋哲元、

孙连仲为第一、二、三、四、五路总指挥（每路辖三师），刘郁芬为后方总司令。

乙、豫匪李克邦围攻固始，十四昼夜未下，于附近村庄肆行奸淫劫掠。

３﹐１７（二，一八）

甲、西藏达赖再电国府告急，谓尼泊尔军着着前进。

乙、陈济棠对桂军下总攻击令。

丙、刘郁芬代宋哲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丁、何成浚由南京乘飞机回汉口。

戊、前被闽北新编第二师长卢兴邦拘捕之省委林之渊等三人释回。

己、梁启超藏书四万余册，由其家属捐赠北平图书馆。

３﹐１８（二，一九）

甲、北平警备司令部及市政府接收总司令部行营、电报局、电话局，并封闭华北日报馆。

乙、刘峙、顾祝同等电请中央讨伐阎锡山、冯玉祥。

丙、第九军长王金钰由汉口到河南郾城。第十五路马鸿逵部过徐州开济宁。

丁、西北军刘汝明等部抵洛阳，万选才部东退（万受刘文辉之代表张笃伦运动，许由阎锡山

给以河南省政府主席）。

戊、西北军代表门致中过北平，再赴辽宁；徐永昌赴彰德疏通石友三。

己、蒋中正改任徐源泉为鄂北总指挥。

庚、第四路军第十九师刘建绪部占领桂林。

辛、传吴佩孚有所活动，川滇黔将领拥吴为三省联军讨贼总司令，与阎冯一致。

壬、红军在龙岩组闽西苏维埃政府，邓子恢任主席，张鼎丞、郭滴人、陈正、傅柏翠、卢肇

西等为委员（五月，成立工农红军第十二军，邓毅刚为军长，邓子恢为政治委员，约三千人）。

癸、吉林电影院失火，死伤二百余人。

３﹐１９（二，二○）

甲、冯玉祥自潼关到西安，演说反蒋经过及原因。

乙、第六路总指挥朱绍良在梧州遇刺未中。

丙、北平市党部被各区分部联合会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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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共军朱德等占江西南康（十八日）。

３﹐２０（二，二一）

甲、蒋中正自南京乘军舰东驶检阅，代理海军部长陈绍宽同行。

乙、汪兆铭电促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克日就总副司令职。

丙、太原各党部联合办事处通电迎汪讨蒋。

丁、共军占福建和溪。

３﹐２１（二，二二）

甲、哈尔滨苏俄领事梅里尼可夫访莫德惠，主扩大中苏会议范围（松花江航权、外蒙独立、

新疆划界等事均须商谈）。

乙、石友三（冀豫之交）、孙殿英（豫东）、万选才（郑州附近）、刘春荣（豫北）通电响应

鹿锺麟等。

丙、中央军第三师陈继承进攻豫东马牧集，第十师杨胜治进攻皖北涡阳，与孙殿英部接触。

丁、蒋中正改任陈调元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

戊、共军朱德毛泽东走信丰、大庾，赣州解围。

己、共军第六军孙德清退出湖北石首。

庚、南通东乡共产党暴动。

辛、太湖匪炽，匪船与水警战于金山。

３﹐２２（二，二三）

甲、蒋中正抵奉化。

乙、太原省市党部被封，街衢满贴讨蒋标语（北平亦由卫戍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张贴讨蒋标语）。

丙、共军朱德毛泽东部逼广东南雄。

３﹐２３（二，二四）

甲、阎锡山电覆国民党各省市联合办事处，即日就总司令职。

乙、万选才在郑州就阎锡山所委之中华民国陆军第六路总指挥职。

丙、天津市党部被接收，同时有区党部联合会及区分部联合会两团体出现，各不相下。

丁、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奉命开入福州。

戊、江西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占袁州，焚毙县长（二十七日退出）。

３﹐２４（二，二五）

甲、汪兆铭电请阎锡山速组织国民政府，并担任国府主席。

乙、中央军第三师陈继承攻占豫东马牧集（３﹐３１又退回砀山）。

３﹐２５（二，二六）

甲、孙殿英军与中央军第十师杨胜治部在亳州剧战。

乙、西北军刘凤岐部骑兵到郑州。

丙、共军朱德等占江西南安。

丁、上海一带米价大涨，每担二十一元。

３﹐２６（二，二七）

甲、万选才军由郑州东进，占领中牟。

乙、孙良诚到洛阳，鹿锺麟到陕州。

丙、日代使重光葵到南京，与王正廷商关税法权问题。

丁、中政会议决对于委员制宜假以时日，待其渐进，究有无流弊，再行斟酌实际，分别取消。

戊、中共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文。

３﹐２７（二，二八）日本在北平所设立之顺天时报（已出版三十年）及英文华北正报（已

出版十二年），均以日外相币原喜重郎之减政政策，停止出版。

３﹐２８（二，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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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阎锡山手谕所部，以进攻相勉。

乙、陈公博、王法勤等由天津到北平，与阎锡山代表赵丕廉、贾景德及西山派之谢持、邹鲁

协商。

丙、国务会议议决任命陈季良为第一舰队司令，陈绍宽为第二舰队司令，陈训泳为练习舰队

司令，曾以鼎为鱼雷游击司令。

３﹐２９（二，三○）

甲、陈公博、王法勤、谢持、邹鲁、赵丕廉、贾景德在北平什剎海会议，由一、二、三届中

央委员组织中央扩大委员会，解决党政问题，因陈、邹等对二届正统争执，无结果。

乙、韩复矩部不战东退，万选才部入占开封，阎锡山任万为河南省政府主席（韩为冯玉祥旧

部，中央令调山东以对阎，避免与冯作战）。

丙、蒋中正委韩复矩为冀鲁豫三省剿匪总指挥。

丁、粤军陈章甫部及海军克广东北海，桂军西退。

戊、湘军独立第八旅第三团李国钧部在黔阳洪江哗变，旅长陈汉章被杀（黔军谢彬与李勾结）。

己、河北省政府议决，停止各地党务活动。

３﹐３０（三，一）

甲、蒋中正自奉化到杭州。

乙、阎锡山令取销原有第三集团结束办事处及第三编遣区办事处，成立中华民国陆军第三方

面军总司令部，以徐永昌为总司令。

丙、阎锡山任命所部师长孙楚、杨效欧、王靖国、李生达、李服膺、杨耀芳、关福安、张会

诏、冯鹏翥、傅作义为第三方面军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军军长，并

任孙为第一路，傅为第二路，杨（效欧）为第三路，张荫梧为第四路总指挥。

丁、日本第一水雷舰队司令后藤章率舰十五艘，士兵二千人到上海，第一舰队十八艘到青岛。

３﹐３１（三，二）

甲、晋军李生达师入山东平原，鲁军退禹城。

乙、鹿锺麟、孙良诚到郑州。

丙、张学良就东北航空总司令职。

丁、上海临时法院改组为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及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司法行政部以徐维震、

杨肇勋分任院长（明日正式成立）。

３﹐？中共成立【豫鄂皖区特委会】，邝继勋任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成、徐向前、蔡申熙

任师长（许驻豫皖边境之金家寨，徐驻鄂豫边境之七里坪）。

４﹐１（三，三）

甲、阎锡山在太原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并电责蒋中正。

乙、冯玉祥、李宗仁通电在潼关、桂平分就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职（冯并发就职宣言）。

丙、鹿锺麟在郑州就阎所委之中华民国第二方面军总司令职。

丁、阎锡山电驻华各公使代办，声明已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誓师讨蒋，对侨民生

命财产一体保护，请勿与破坏统一摧残民众者以精神上物质上之援助。

戊、陈公博、王法勤由平赴太原，促阎组政府（右派之谢持、邹鲁未往）。

己、陈调元、韩复矩、顾祝同、马鸿逵会于兖州，商鲁防。

庚、第八师毛炳文部占广西平南，败黄绍竑军。

辛、共军朱德等占广东南雄。

壬、成都商民罢市，反抗邓锡侯等所颁印花税新章。

癸、第四次全国运动会在杭州开幕，蒋中正到场致词。

４﹐２（三，四）

甲、蒋中正由杭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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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汪兆铭电贺阎锡山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

丙、冯玉祥电促张学良就副司令职。

丁、石友三通电在新乡就阎锡山所委之第四方面军总司令职。

戊、哈尔滨国际协报被共党学生工人捣毁。

己、南京微地震。

４﹐３（三，五）

甲、蒋中正回抵南京。

乙、阎锡山令反蒋各军均听冯玉祥节制指挥。

丙、唐生智电贺阎锡山就职（阎唐上月已有往还）。

丁、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平津执行部成立。

戊、阎锡山委朱鹤翔为外交处长。

己、红军朱德等占广东始兴，逼韶关。

庚、中共中央致书江西红军，命毛泽东出席上海之【中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不满毛在

江西行动（４﹐２６再函毛前来，毛终未至）。

辛、海盗劫掠吴淞口外各沙船，并登岸抢公安队枪枝。江南太湖一带匪势亦盛。

壬、南京英商和记洋行工人罢工，要求增薪。

４﹐４（三，六）

甲、国务会议议决免阎锡山本兼各职，褒奖东北防俄阵亡旅长韩光第、旅附魏长林、团长张

季英、林选青等，并优恤梁忠甲。

乙、日驱逐舰十五艘由后藤率领到南京（六日开汉口）。

４﹐５（三，七）

甲、国府明令宣布阎锡山罪状，通令缉拿（历述自辛亥革命、袁氏帝制、督军团叛变，以迄

革命军师次淮济，阎与国民党之关系，及去年桂系及冯唐之变，阎所处地位）。

乙、冯玉祥电劝驻防南阳之杨虎城合作倒蒋，并确实保障将来以江西、浙江择一与杨（杨将

原电转蒋中正）。

丙、江苏泗阳股匪屠杀数村。

丁、南京和记洋行工人及学生对英示威，被驱散。

４﹐６（三，八）

甲、陈公博在太原招待新闻记者，报告国民党左派由来，党治意义，及来晋任务。

乙、红军邓子恢占福建漳平。

丙、广西匪高岑孟达陷怀集。

４﹐７（三，九）

甲、中常会议决永远开除阎锡山党籍。

乙、徐永昌在石家庄组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部。

丙、鹿锺麟等通电反对南京政府在上海发行卷烟公债二千四百万元。

丁、阎锡山任石友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戊、江西共军猖獗，南昌震动。

己、共军退出广东始兴南雄，北走赣边。

４﹐８（三，一○）

甲、蒋中正由南京赴徐州。

乙、孙殿英、岳相如在亳州分别就阎锡山所委之第五路总指挥职及第二十四军军长职。

丙、上海自由运动大同盟三百余人（大多为共产党青年）在公共租界举行反英示威，巡捕开

枪，击毙一人，伤一人。

丁、匪陷皖北英山，围皖南广德。



- 711 -

戊、广西李宗仁部梁重熙师克龙州，败共军。

４﹐９（三，一一）

甲、蒋中正到徐州，陈调元、韩复矩、马鸿逵、顾祝同、刘峙等均到徐州参加军事会议。

乙、南京晓庄师范学生阴谋暴动，被查封（通缉该校校长陶知行）。

丙、日舰十五艘到汉口。

丁、德国实业视察团到上海。

４﹐１０（三，一二）

甲、徐州军事会议毕，陈调元等均回防，蒋亦南下。

乙、鹿锺麟在郑州召集军事会议。

丙、第十六旅邓英克江西万载，败共军彭德怀。

丁、共军朱德等占江西信丰，县长吴兆丰等死之（本月杪朱德与彭德怀会于瑞金，决定朱入

福建，彭往湘赣边区）。

戊、湖北共军占沙洋。

己、前被闽匪何金标攻陷之浙江庆元为官军克复。

庚、厦门便利船沉，没死数百人。

４﹐１１（三，一三）

甲、蒋中正自徐州回抵南京。

乙、蒋中正任韩复矩为第一军团总指挥（统山东各军），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统津浦南

段各军），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统湖北河南各军），王金钰、杨虎城、徐源泉分任该军

团右翼、中央、左翼司令官，陈调元为预备军团总指挥。

丙、国务会议议决：（一）免内政部次长樊象离、王朝俊（晋派）职，以吴铁城、张我华继

任。（二）

任王家桢为外交部常务次长，刘瑞恒为卫生部部长，胡若愚为政务次长（王胡均张学良方面

人物）。（三）刘纪文为江海关监督，魏道明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朱履龢代司法行政部部长（刘

因拆毁民房为舆论及中央要人所不满）。（四）派刘克 为出席第十次国际刑罚会议代表。

丁、谢持邹鲁等自北平赴太原。

戊、杭州全国运动会闭幕。

己、河南嵩县降雹，大者如碗，平地积深盈尺。

４﹐１２（三，一四）

甲、蒋中正任岳维峻为豫西警备司令，樊锺秀为豫西边防司令，与襄樊警备司令范石生同归

第三军团何成浚指挥。

乙、驻鲁西之韩复矩部与鲁北之陈调元部换防。

丙、汪兆铭再通电抗议蒋中正运开花弹及毒气材料入滇（已被安南政府扣留）。

丁、莫德惠通知俄方，定五月一日赴莫斯科会议。

戊、匪陷安徽霍山。

４﹐１３（三，一五）

甲、何应钦自南京到汉口。

乙、平汉报纸布露汪兆铭【论约法】，说明国民党及孙中山并非不要约法。

丙、湖北成立保安队四团。

丁、通缉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校长陶知行。

戊、红军占湖北通城。

４﹐１４（三，一六）

甲、阎锡山任冯玉祥兼前敌总司令。

乙、太原各方代表会商电促汪兆铭北上，但阎锡山仍无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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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匪陷山东濮州。

丁、陕西雨雹，灾情愈重。

４﹐１５（三，一七）

甲、阎锡山任鹿锺麟兼前敌副司令。

乙、第二届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开幕。

丙、行政院会议再申禁止遏籴令。

丁、被太湖匪攻陷之浙江泗安镇克复。

４﹐１６（三，一八）

甲、阎锡山对各代表促组政府，表示两点，一文人政府，二合法产生。

乙、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电上海银行团，不承认蒋中正变卖在沪各银行之编遣公债。

丙、何成浚乘飞机往襄樊，召集徐源泉、杨虎城、范石生等会商军事。

丁、第六、第八两路军进攻广西桂平、贵县。

４﹐１７（三，一九）

甲、中华民国陆军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副司令徐永昌、杨爱源自太原赴郑州。

乙、英使蓝浦生到南京，与王正廷谈判交还威海卫问题。

丙、上海公共租界纳税西人会否决增加工部局华董二名案（明日纳税华人开会决以拒税抗

争）。

４﹐１８（三，二○）

甲、收回威海卫协定在南京签字，允英军舰在刘公岛避暑十年（

即展租刘公岛协定）。

乙、日枢密院通过中日关税协议草约。

丙、蒋中正派杨森为川黔边防司令。

丁、全国童子军在南京举行总检阅。

戊、广州大风雨成灾。

４﹐１９（三，二一）

甲、冯玉祥由潼关赴洛阳，徐永昌、杨爱源、万选才、孙殿英等亦自郑州前往。

乙、北平举行讨蒋（中正）大会，到千余人。

丙、上海公共租界公共汽车工人因要求加薪不遂罢工。

丁、共产党中央委员恽代英在上海浦东被捕。

４﹐２０（三，二二）

甲、阎锡山、冯玉祥请香港之汪兆铭北上。

乙、北平军警捕去正在开会之共产党学生八十余人。

丙、红军断九江附近之南浔路轨。

丁、俄国正式答复，定五月一日开中俄会议。

４﹐２１（三，二三）

甲、汪兆铭电覆阎冯，允即北上，一切请主持，勿留待。

乙、驻晋各代表电请汪兆铭赴太原。

丙、何成浚自樊城乘飞机回抵汉口。

丁、皖匪退出太湖，北陷英山。

４﹐２２（三，二四）

甲、蒋中正自南京乘军舰赴汉口。

乙、冯玉祥自潼关到洛阳（４﹐２１）召集徐永昌、石友三、杨爱源、宋哲元、孙殿英、万

选才、任应岐、刘春荣等会议。

４﹐２３（三，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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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外交部照会义、英、美、法、比五国公使，请派员协商交还在华租界及内河航行权。

乙、鹿锺麟、商震、徐永昌、黄绍竑、刘郁芬、白崇禧、宋哲元、石友三、樊锺秀、万选才、

张发奎等六十余人再电请张学良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

丙、中政会议决，以后决议案及所属各组之决议案概不发表。

丁、第二届全国教育会议闭会。

戊、湖北红军渡监利附近之朱河，并攻新堤。

４﹐２４（三，二六）

甲、蒋中正到汉口。

乙、阎锡山布告发行战时通用票六百万元，并筹设国家银行。

丙、第十二师金汉鼎部第三十四旅长许杵、第三十六旅长周志群、团长丁建藩，因欠饷并受

改组派煽动，在江西瑞金哗变，走石城，拟与福建延平卢兴邦部合（一作３﹐２４）。

４﹐２５（三，二七）

甲、蒋中正、何应钦、何成浚等自汉口赴河南。

乙、南京飞机在郑州掷弹，归途被孙殿英军击落一架。

丙、阎锡山委樊锺秀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任应岐为第十五路总指挥。

丁、徐永昌、孙殿英等自洛阳抵太原。

戊、陈济棠自广西回广州。

己、红军占湖北仙桃镇。

庚、国务会议任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辛、上海公共租界电车工人全体罢工。

壬、上海公共租界郭椿森家七口被盗杀。

癸、安庆以米价每石涨至十七元，发生抢米风潮。

４﹐２６（三，二八）

甲、蒋中正经信阳确山驻马店到郾城视察。

乙、土匪盘踞河南荥阳四日，掳杀万五千余人。

丙、匪洗劫江苏泗阳之金锁镇。

丁、苏俄土西铁路完成。

戊、中共中央严令毛泽东前来上海，参加全国苏区代表大会。

４﹐２７（三，二九）

甲、蒋中正自河南郾城回汉口，何键自长沙到汉（鲁涤平已于昨日自南昌来）。

乙、上海共产党谋暴动，全市戒严，被捕学生工人百余名。

４﹐２８（三，三○）

甲、蒋中正在汉口召集何应钦、何成浚、何键、鲁涤平、王金钰、徐源泉、杨虎城、范石生、

蒋鼎文、夏斗寅、萧之楚等会议。

乙、冯玉祥自洛阳到郑州。

丙、湘赣鄂三省决会剿三省边区共军。

丁、匪劫江苏松江泗泾。

戊、南昌米荒。

４﹐２９（四，一）

甲、阎锡山令截留北方关税盐税。

乙、匪陷湖口，旋被击退。

丙、程德全卒于上海，年七十一岁（１８６０至１９３０）。

４﹐３０（四，二）

甲、蒋中正自汉口回抵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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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阎锡山偕徐永昌等自太原赴河南。

丙、叛军及匪陷广东大埔（即克复）。

丁、日本枢密院通过中日关税协议。

５﹐１（四，三）

甲、蒋中正发表讨伐阎冯誓师词（第一军团韩复矩，辖八个师，任鲁西之线，第二军团刘峙，

辖十二个师，任豫东之线，第三军团何成浚，辖十三个师，任豫南之线）。

乙、阎锡山冯玉祥会于豫北彰德。

丙、蒋中正委陶广（湘军）为第三十一师师长。

丁、王振（豫匪）在河南禹县就阎委之第十一军军长。

戊、中俄会议全权代表莫德惠自哈尔滨赴俄。

己、新任外交次长王家桢就职。

庚、今日为劳动节，各地防范共党甚严。

辛、中央执行委员会令推行注音符号。

５﹐２（四，四）

甲、陈公博等自太原回北平，太原党务会议以粤沪（西山派）二届中央委员之争，仍不协。

乙、济南破获前清恭亲王机关，捕伪军长师长多人。

丙、上海公共租界纳税西人特别会议，通过工部局增加华董二人。

５﹐３（四，五）

甲、阎锡山、冯玉祥同由新乡到郑州。

乙、陈济棠由广州抵梧州委蒋光鼐为前敌总指挥。

丙、山东诸城解围，高桂滋部由马鸿逵改编。

丁、各地举行济南惨案纪念。

５﹐４（四，六）

甲、齐燮元通电在天津就阎锡山所委之江北招抚使职（孙传芳亦到天津）。

乙、河南巩县、登封、沁阳、温县大风，并降雹，大者数斤，小者如鸡卵。

５﹐５（四，七）

甲、阎锡山离郑州回太原，军事由冯玉祥担任，政治由阎主持。

乙、鹿锺麟、徐永昌在郑州通电就阎锡山所委之前敌总、副司令职。

丙、中央飞机开始向郑州一带抛掷炸弹，兵民多有死伤。

丁、南方举行孙中山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

戊、中国共产党之【中国苏维埃区域会议】在上海真茹举行预备会议（由李立三领导，决定

争取一省或数省之初步胜利，从速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５﹐６（四，八）

甲、中日关税协议由王正廷与日代使重光葵在南京正式签字，（

一）签字后十日内发生效力，（二）互惠税率，（三）承认无担保债款（西原借款在内）。

乙、吴佩孚在四川绥定通电，将出川调解大局。

丙、樊锺秀通电在许昌就阎锡山所委之第八方面军总司令职。

丁、李宗仁等自南宁赴柳州，准备进军湖南。

戊、甘肃回军马廷贤攻陷天水（秦州），屠杀四千余人。

己、红军彭德怀占领湖南平江（５﹐８退出）。

５﹐７（四，九）

甲、阎锡山自郑州回抵太原。

乙、陈公博、覃振等在天津协商，对党务问题，无结果。

丙、苏俄发表派加拉罕为中俄会议全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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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金价腾贵，江海关奉令禁墨西哥银币进口。

５﹐８（四，一○）

甲、蒋中正由南京北上。

乙、中央军与桂军在浔州、平南间接战，滇军入桂西百色，助中央军。

丙、任应岐在许昌就阎锡山所委之第八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军军长。

丁、阎锡山令所部维持战时通用票。

５﹐９（四，一一）

甲、蒋中正抵兖州，转济宁阅军。

乙、中央军第七师王均，第十师杨胜治，第五十二师叶开鑫等向兖州鹿邑前进，围攻孙殿英

部。

丙、国务会议议决：（一）开辟唐家环（在澳门香港间）为无税口岸，以六十年为期，定名

中山港。（二）任命熊式辉为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

丁、莫德惠抵莫斯科。

戊、浙江人口统计，女少于男二百五十万（因溺女恶习所致）。

５﹐１０（四，一二）

甲、蒋中正到济南，召集陈调元、韩复 、马鸿逵、贺耀组等会议，当夜南下。

乙、冯玉祥颁发北方各军进展令。

丙、何成浚由汉口赴河南。

丁、法使玛泰尔自北平到沪与王正廷商中法越南商约。

戊、立法院向王正廷质问中日关税协议。

己、湖州泗安镇饥民连日抢米，驻军开枪，死二十九人。

５﹐１１（四，一三）

甲、蒋中正自济南回徐州。限一星期内肃清孙殿英、万选才部。

乙、陈济棠调第八路军二师自桂回粤，防北江。

丙、齐燮元、孙传芳自天津赴太原。

５﹐１２（四，一四）

甲、立法院临时会议严重质问中日关税协议，王正廷出席答辩，要求谅解。

乙、阎锡山任张会诏为第三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统第六军杨耀芳及其本部第八军（十五日

张在彰德就职）。

丙、上海电车工人大部复工，惟无轨电车七部被激烈分子击毁。

丁、平津成立陕灾急赈会。

戊、豫东中央军开始总攻（第四十六师范熙绩、第五十五师阮肇昌、第二师顾祝同与北方第

四方面军石友三部相抗于曹州曹县。第三师陈继承、第十一师陈诚、第一师刘峙与北方军第

六路万选才部相抗于归德。第十师杨胜治、第五十二师叶开鑫、第七师王均与北方第五路孙

殿英部相抗于亳州。另以第九师蒋鼎文、第六师赵观涛等部自周家口进攻开封兰封线，断其

后路。韩复矩在济南取守势，阻晋军南下）。

５﹐１３（四，一五）

甲、第八路军蒋光鼐李扬敬师及第六路军朱绍良部攻广西桂平，桂军东北走。

乙、中央军第十一师陈诚攻占豫东马牧集，败万选才部，蒋中正总司令亲莅前线。

丙、改组派西山派续在北平谈判党务，仍无结果。

丁、阎锡山派赵恒惕为湖南招抚使。

戊、立法院通过中日关税协议，惟警告外交部此后不得有同样之疏忽。

己、上海公共汽车罢工工人复工。

５﹐１４（四，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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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阎锡山电促汪兆铭北上。

乙、孙传芳离太原赴郑州，晤冯玉祥（孙此行目的在运动其旧部王金钰之第九军，上官云相

之第四十七师）。

丙、湖北红军占汉川及系马口，距汉口约四十英里，另部围攻京山。

丁、白崇禧张发奎部入湖南永明，进向零陵，湘军刘建绪部自桂林北退。

５﹐１５（四，一七）

甲、财政部禁银块输入，金块输出。

乙、外交部派王家桢等为筹办收回日租界委员，徐谟等为筹办收回英法义租界委员，李锦纶

为筹办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委员。

丙、第八路军余汉谋师克广西贵县。

５﹐（中）德国佛采尔将军受聘为军事顾问团团长，即留前方协助蒋总司令。又原任团长鲍

桦尔于去年５﹐６病卒，由克里伯代理；佛采尔系鲁登道夫介绍。

５﹐１６（四，一八）

甲、王正廷与法使玛泰尔在南京签订中法越南陆路通商条约，另附件四、照会三（七月二十

四日公布）

。

乙、中日关税协议本日起发生效力。

丙、张人杰到徐州晤蒋中正（传张曾电南京主和平，旋为所否认）。

丁、平汉线中央军第九军王金钰部（上官云相郝梦龄师）围攻临颍。

戊、陈调元、韩复矩抵郓城视防。

己、共军彭德怀占赣北修水。

庚、国务会议议决在南京朝天宫设中央教育馆，大成殿改为孔子纪念堂。

５﹐１７（四，一九）

甲、中央军第十一师陈诚、教导第一师冯轶裴占领归德，俘万选才部师长万殿尊以下四千余

人。

乙、孙传芳自郑州回抵天津，王怀庆到北平（为吴佩孚活动）。

丙、李宝璋（孙传芳旧部）受石友三委为第四方面军第五军长。

丁、滇军占广西百色。

戊、湖北红军迫近汉口附近之蔡甸。

己、湘军王东原旅击败平江之红军彭德怀（彭走修水）。

庚、上海公共租界电车工人完全复工。

５﹐１８（四，二○）

甲、陈济棠、朱绍良自梧州回抵广州，即以蒋光鼐为北江前敌总指挥，进击湘桂间之李宗仁、

张发奎部。

乙、进攻鲁西菏泽之石友三军为中央军陈调元、韩复矩及马鸿逵所拒退。

５﹐１９（四，二一）

甲、阎锡山以前方战事紧急，离太原到石家庄。

乙、阎锡山部第十一军刘茂恩在宁陵投归中央，俘河南省主席兼第六路总指挥万选才（茂恩

为刘镇华弟，万亦镇华旧部）。

丙、桂军白崇禧及张发奎军抵湖南零陵。

丁、第八路军（粤军）入南宁。

戊、孙传芳自天津赴沈阳，晤张学良。

５﹐２０（四，二二）

甲、沪（西山派）粤（改组派）二届中委对党务争执不决，粤派主单独发宣言，另请沪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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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有力者参加，沪派不肯，主双方平等。

乙、中俄会议原定本日在莫斯科举行，未果。

丙、红军第一军许继慎占领距汉口五十里之汉镇。

丁、中国共产党召开之【中国苏维埃区域会议】

在上海真茹举行正式会议，通过红军及武装农民扩大计划，苏维埃组织法，发表宣言，号召

创造苏维埃的中国及苏维埃的世界。

５﹐２１（四，二三）

甲、豫东中央军第三师陈继承、第六师赵观涛进攻兰封杞县间之杨垧柿园，与冯玉祥军孙良

诚、吉鸿昌激战（中央军第十一师陈诚及冯军庞炳勋部寻亦参加，相持二十日，中央军不利）。

乙、中央军刘茂恩部袭击晋军第三路杨效欧，俘其旅长杨近仁。第一师徐庭瑶攻占柳河。

丙、入湘桂军占祁阳。

丁、阎锡山任孙传芳为东南安抚使兼第十方面军总司令。

戊、唐生智自香港到天津。

己、蒙古会议在南京开幕。

５﹐２２（四，二四）

甲、张钫到亳州，劝孙殿英归中央。

乙、第六路军朱绍良部自粤海道北上。

丙、中央常会电奖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中正。

丁、红军五千出现于九江西南之黄老门。

戊、北平报导河南灾民统计在一千五百五十七万以上，全省一百十二县受旱灾者一百零四县，

被匪患者七十六县，罹兵灾者二十八县，每日平均饿死一千人。

５﹐２３（四，二五）

甲、冯玉祥下联军总攻击令，阎军加入陇海线者四师，由徐永昌指挥；冯军为孙良诚、宋哲

元二路。津浦线北段傅作义部向禹城进攻。

乙、阎冯李（宗仁）联电警告各银行团，如于四月一日后认销蒋之新债券，即予严惩。

丙、孙传芳由沈阳回大连。

丁、莫德惠电外交部，俄方要求承认伯力议定书。

５﹐２４（四，二六）

甲、国府声明阎锡山发行之一切内外公债及所缔结合同，概不承认；其以官款抵押向银行商

号透支之各种款项，一经查出，惟该银行商号是问。

乙、改组派与西山派对党务问题相持不下（西山派不愿由改组派支配），从事调停之张知本、

覃振等均离北平。

丙、中央军猛攻兰封，第一师长徐庭瑶重伤（师长由胡宗南代理）。

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上海真茹会议决定改期召集全国苏维埃大会。

戊、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在东京开幕，印度亦加入。

５﹐２５（四，二七）

甲、中央军与阎冯军在兰封附近激战二日，中央军失利。

乙、李煜瀛（石曾）自上海赴沈阳，晤张学良（李甫自天津回沪）。

丙、福建思明共党劫狱。

丁、常德大火。

５﹐２６（四，二八）

甲、莫斯科中苏委员宴会，加拉罕表示中东路财产完全属于苏联。

乙、津浦线北段阎锡山部第二路军傅作义师南进，与中央军第一军团韩复矩部（孙桐萱师）

在禹城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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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平汉线中央军第十军徐源泉攻占临颍，第九军王金钰进攻许昌与樊锺秀、任应岐及冯军

张维玺相战。

丁、安德斯蒙古考察团自北平出发。

５﹐２７（四，二九）

甲、第八路军（粤军）由广州北入湖南，追击李宗仁、张发奎军，蒋光鼐任前敌总指挥，谭

道源师由海道北上。

乙、晋军李生达师自鲁北渡河占领青城、博兴、桓台。

丙、唐生智过平赴石家庄谒阎锡山（三十日返平，阎任为第六方面军总司令）。

丁、白崇禧、张发奎军占湖南衡阳宝庆。

戊、匪共陷浙江平阳。

５﹐２８（五，一）

甲、蒋中正由徐州飞赴漯河晤何成浚，当日返徐。陇海线之中央军暂取守势，与阎冯军在野

鸡冈相持，第五师熊式辉部加入前线。

乙、福建政局要人许卓然在厦门被刺。

丙、美国加州波摩那大学赠梅兰芳以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南加州大学亦赠予。时梅在洛杉矶

演剧）。

５﹐２９（五，二）

甲、吴佩孚电告王士珍、徐世昌、曹锟、段祺瑞、汪兆铭、阎锡山、冯玉祥、蒋中正等，现

在万县候船趋宜昌赴武汉。四川将领刘存厚、杨森、邓锡侯、刘文辉先后通电响应。

乙、平汉线中央军第十军徐源泉会同第九军王金钰连日与阎冯军激战于许昌。

５﹐３０（五，三）

甲、阎锡山由石家庄到沧州，商攻鲁军事（阎冯以陇海线进攻不易，调集晋军五师改攻鲁北）。

乙、山东韩复矩军败晋军李生达于青城附近，韩军旅长徐桂林阵亡。

丙、北平党务协商破裂，改组派坚主以第二届中央为正统（陈公博离北平赴天津）。

丁、海盗劫上海浚浦局工资二万余元。

５﹐３１（五，四）

甲、中央军与阎冯军在兰封至杞县二

乙、石友三败围攻考城之中央军第四十六师范熙绩，范部退定陶。

丙、夏斗寅自武汉赴长沙与何键商御张桂军。

丁、立法院通过工会法。

戊、第九届远东运动会闭幕（中国完全失败）。

６﹐１（五，五）

甲、汪兆铭通电论西山派否认第二届中央之非，主即开中央扩大会议。

乙、晋军张会诏师自山东东阿渡河，韩复矩部自鲁北撤回黄河南岸。

丙、蒋中正任张钫代河南省政府主席，设办事处于归德。

丁、济南军械库因天燥爆炸。

戊、藏兵东犯，与西康军冲突。

６﹐２（五，六）

甲、晋军李生达师部占山东禹城。

乙、何键自长沙赴株洲督师。

６﹐３（五，七）

甲、白崇禧桂军、张发奎粤军败何键部刘建绪等于渌口醴陵（何部多受唐生智、李品仙、刘

兴运动）入长沙。

乙、张学良三十生辰，各方代表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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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行政院会议改特别市为市，沪、京、津、汉、青五市直隶行政院，北平广州二市改隶省

政府。

丁、上海兵工厂装药厂因天燥爆炸死伤三十余人。

戊、上海标金又暴涨。

己、立法院通过土地法。

６﹐４（五，八）

甲、平汉线中央军王金钰、徐源泉败冯玉祥部张维玺军，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锺秀被炸死。

乙、何键自长沙北退浏阳平江。

丙、粤军蒋光鼐师抵湖南郴州。

丁、红军朱德占福建武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是月成立，朱任军团长。又工农革命

委员会亦于是月成立）。

６﹐５（五，九）

甲、张发奎及杨腾辉、许宗武所率桂军，李品仙湘军占领长沙（

李为第一方面军第六路总指挥）（一作６﹐３）。

乙、山东韩复矩军与晋军在泺口隔河互轰。

丙、西山派谢持邹鲁通电驳汪兆铭二届正统说，主张开扩大会议。

６﹐６（五，一○）

甲、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率舰到汉，即赴岳州布防，中央军第十三师夏斗寅（一旅），

第五十师谭道源，第五十三师李韫珩，教导第三师钱大钧等部均自武汉开往前方。

乙、上海劳动大学停办。

６﹐７（五，一一）蒋中正委贺耀组为徐州行营主任，鲁涤平为第九路总指挥。

６﹐８（五，一二）

甲、闽北卢兴邦部袭攻福州，与第五十四师刘和鼎战于城外。

乙、山东韩复矩军（孙桐萱、曹福林师）连日与晋军傅作义、李生达部激战于晋城一带，互

有进退。

丙、白崇禧、张发奎军占领汨罗平江。

丁、何键自岳州赴常德，集中所部。

戊、共军占湖南浏阳。

己、红军朱德部胡中和支队占福建上杭。

６﹐９（五，一三）

甲、蒋中正由徐州飞抵汉口。

乙、粤军蔡廷锴、蒋光鼐师占领湖南衡州，败桂军黄绍竑（第一路总指挥）。

丙、冯玉祥任邓宝珊继樊锺秀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任应岐副之。

丁、鲁匪孙宝善陷胶县。

６﹐１０（五，一四）

甲、白崇禧入岳州，中央军第十三师夏斗寅布防湖北汀泗桥。

乙、粤军蒋光鼐师进占衡山。

丙、豫东中央军自兰封杞县线退向民权睢县地区。

丁、李品仙就李宗仁所委之湖南绥靖总办。

戊、阎锡山任张荫梧为第三方面军二四路联军总指挥。

己、红军第五军彭德怀入湖北大冶，驻军第五旅唐云山部两团应之（受何长工运动，寻编为

红军第八军）。

６﹐１１（五，一五）

甲、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当前政治任务决议案，攻取都市，致成一省或数省之胜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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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李立三路线】。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向忠发虽居总书记之名，但无实权）。

乙、汪兆铭在香港发表论文，主开中央党部扩大会议。

丙、闽北卢兴邦部为刘和鼎师所败。

６﹐１２（五，一六）

甲、蒋中正自汉口乘飞机回南京，即转徐州。

乙、豫东冯玉祥部孙良诚、吉鸿昌军迂回中央军左翼，与刘茂恩军激战于睢县附近，冯部便

衣队袭归德机场，毁飞机三架，伤四架。

丙、山东晋军冯鹏翥、张会诏、李服膺师占领平阴，进向长清肥城。

丁、张学良电阎锡山冯玉祥，愿事调停。

戊、李石曾离沈阳南下，张学良之代表胡若愚偕行。

己、平汉线中央军王金钰徐源泉上官云相郝梦龄萧之楚部攻许昌不下，退守漯河郾城一带阵

地。

庚、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到广州。

辛、粤军蒋光鼐、蔡廷锴进抵湖南衡阳附近。

壬、南京蒙古大会闭会。

癸、红军第五军彭德怀占湖北大冶县（明日占黄石港）。

６﹐１３（五，一七）

甲、晋军冯鹏翥等师占山东长清。冯军张维玺、石振清（万选才旧部）占临颍。

乙、白崇禧以粤军入湘南，江西鲁涤平军进抵湘赣之交，自岳州南退。

丙、蒋中正调第八师毛炳文、新二十师许克祥等部增防豫东。

丁、上海商会与金融界商救济金价上涨办法。

戊、中共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

６﹐１４（五，一八）

甲、中央海军入岳州。

乙、阎锡山在山东平原谈话，谓决不组政府。

丙、红军彭德怀自湖北大冶退铁山。

丁、中希条约在巴黎换文。

６﹐１５（五，一九）

甲、蒋中正命第九军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第五十四师郝梦龄经鄢陵扶沟攻开封，该军观望

不前。

乙、冯玉祥部孙连仲进援亳州，与王均、叶开鑫、杨胜治部激战。

丙、平汉线阎冯军刘桂堂、贾济川等袭占上蔡（次日为中央军收复）。

丁、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自广州北上入湘督师。

戊、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吕焕炎在广州被其卫兵刺毙。

己、红军方志敏占江西上饶。

庚、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辞职。

６﹐１６（五，二○）

甲、武汉行营对长沙下总攻击令。

乙、李煜瀛偕东北代表胡若愚自沈阳抵上海。

丙、西山派以党务僵持，主先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

丁、泰安红枪会与党部冲突，断大汶口路轨。

戊、阎锡山派英人辛博森接收津海关。

６﹐？红军第七军李明瑞攻占贵州榕江，败贵州主席王家烈（七月李明瑞又折返广西右江）。

６﹐１７（五，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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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阎锡山自沧州回石家庄。

乙、白崇禧军退株洲醴陵，何键部即入占长沙（时张发奎与桂军不和）。

６﹐１８（五，二二）

甲、阎锡山回抵太原。

乙、第八路军蒋光鼐师抵醴陵。

丙、中央军由河南杞县绕道西攻。

丁、西康甘孜大金寺喇嘛强占白利村亚拉寺。

戊、驻日公使汪荣宝照会日本外务省，请改订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议及换文，将日本项下庚

子赔款全部退还中国，以为办理中国教育文化之用。

６﹐１９（五，二三）何应钦自武汉赴长沙。

６﹐２０（五，二四）

甲、国务会议议决：（一）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二）福建新编第二师师长卢兴邦

撤职查办。（三）任胡若愚（张学良系）为青岛市市长。

乙、上海江海关代征运天津货物税款，津海关及常关关员罢工。

丙、红军第二军贺龙占湖南龙阳县。

６﹐２１（五，二五）

甲、阎锡山委杨虎城为第十一方面军总司令（未就）。

乙、李宗仁、张发奎军沿赣西南下。

丙、北平大学女附中教职员与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徐炳昶在大学办公处冲突。

６﹐２２（五，二六）

甲、张学良连电阎锡山、冯玉祥主以郑州为缓冲区，立即停战。

乙、蒋中正乘飞机到河南驻马店，即偕何成浚赴漯河，徐源泉、上官云相晤杨虎城等，促协

力进攻，当日回归德。

丙、阎冯军孙良诚、吉鸿昌等东进，猛攻民权睢县中央军之新阵地。

丁、教育部令燕京大学取消宗教科目。

戊、朱德、毛泽东依照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所部红军进攻南昌。

６﹐２３（五，二七）

甲、晋军李服膺、冯鹏翥等部败韩复矩部孙桐萱于长清。

乙、于右任代表丁超五到香港，汪兆铭拒见。

６﹐２４（五，二八）

甲、西北军与中央军激战于兰封杞县。

乙、山东晋军截断济南泰安间之铁路。

６﹐２５（五，二九）

甲、晋军冯鹏翥等师占领济南，韩复矩东退周村潍县，中央代表总参议蒋伯诚同行。

乙、何键抵攸县，追粤军张桂军战于安仁。

丙、广州飞机失事，驾驶员张爱同等二人死之。

６﹐２６（六，一）

甲、胡若愚自上海回沈阳，张群赉副司令特任状偕行。

乙、马鸿逵军退出泰安，退守兖州，红枪会无极道入城，杀地方法院院长郭苍锡、检察官王

芝田等（因办土劣案）。

６﹐２７（六，二）

甲、中美仲裁条约在华盛顿签字。

乙、石友三部自考城侧击归德，陈调元部失利。

丙、孙宝琦在上海通电呼吁和平，主阎冯与蒋立即释兵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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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８（六，三）

甲、蒋中正在归德召集军事会议。

乙、国府在上海筹款一千五百万元（供一个月军用）。

丙、红军第二军贺龙占湖南南县，第五军彭德怀占平江县。

丁、红军第一军徐向前、徐海东等再占安徽霍山县（继占英山及河南罗山、光山、湖北罗田）。

６﹐２９（六，四）

甲、豫东晋军孙楚、关福安等师占民权，中央军再度后撤，退守柳河一带。

乙、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进至河南太康，第五十四师郝梦龄奉命开归德，迟迟不前（何成

浚自驻马店亲至漯河商劝）。

丙、晋军王靖国部占胶济路周村，韩复矩部退潍县。

丁、阎锡山任丰玉玺为第三方面军第六路总指挥，所部分驻平津唐山。

戊、汪兆铭电南华日报，声明党统必须坚持，民主势力必须树立。

６﹐３０（六，五）

甲、阎锡山代表赵丕廉等再到平，疏通党务问题争执，以便早组政府，汪兆铭坚持党统主张

（阎劝西山派让步）。

乙、何键在衡阳召集湘粤军将领会议。

丙、公布土地法。

７﹐１（六，六）

甲、中央军蒋光鼐、蔡廷锴、李韫珩与桂军杨腾辉、黄旭初及张发奎于衡阳激战，桂军向西

南退走，蒋部旅长张世德阵亡。

乙、军政部令四川各军注意防范吴佩孚活动。

丙、王士珍卒于北平，年七十岁（１８６１至１９３０）。

丁、红军第三军黄公略、第十二军罗炳辉攻吉安，被新十三师邓英击退。

戊、国府公布票据法。

７﹐２（六，七）

甲、陇海线中央军改取守势，石友三自考城进犯。

乙、晋军李生达、张会诏攻山东曲阜，第十三师卢本棠旅固守。蒋中正任贺耀组为津浦线总

指挥，并调武汉方面之夏斗寅（万耀煌旅）钱大钧等部加入津浦线。

丙、汪兆铭在香港驳邹鲁以人治军说。

丁、张学良自沈阳到葫芦岛，主持筑港开工典礼。

戊、张学良聘用日人，整理东北空军。

己、国民党人田桐卒于上海，年五十二岁。

７﹐３（六，八）

甲、闽北之卢兴邦在延平就阎锡山所任命之第一方面军（属李宗仁）第十七路总指挥兼第二

十九军军长。

乙、冯军刘汝明进攻湖北老河口不下，退向河南淅川（守老河口者为第五十一师范石生部）。

丙、阎锡山调驻平津之保安队丰玉玺部开津浦前线。

丁、刘文岛建议蒋中正，调湘境大军北上助战。

戊、中常会议决撤回安徽省党部执监委员，另派马福祥、程天放等为整理委员。

己、共军第五军彭德怀（第六军邝继勋）占岳州及城陵矶。

７﹐４（六，九）

甲、蒋中正自陇海路前线回归德，接见外国记者，称俟讨逆军事结束，即全力实现建国大纲

及建国方略。

乙、晋军王靖国、李服膺等部与韩复矩军在胶济路青州金岭镇淄河接触，阎锡山到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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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白崇禧、张发奎部自湖南退回广西全州。

丁、陈济棠自北江回广州。

戊、红军第一军师长徐向前许继盛占领湖北广水。

７﹐５（六，一○）

甲、石友三之第四方面军逼近柳河，为顾祝同、陈调元部所败。

乙、北方党务因赵丕廉、覃振、冀贡泉之疏通，粤沪二派渐趋合作，中央扩大会议可望成立。

丙、汪兆铭通电否认利用共党。

丁、福建卢兴邦部再攻省垣，复为刘和鼎所败。

戊、甘肃回军马廷贤陷礼县，屠杀二万余人（围攻月余）。

己、红军彭德怀、邝继勋退出岳州，趋平江。

庚、周恩来在莫斯科俄共代表大会报告，谓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未能配合，主全国性暴

动须谨慎从事。

７﹐６（六，一一）

甲、晋军进攻兖州，中央军马鸿逵部（马腾蛟旅）固守。

乙、豫东中央军改取守势，划分为六个守备地区，由范熙绩、张治中、赵观涛、刘茂恩、毛

炳文、上官云相分任司令，兵力共二十三个师。

丙、阎锡山冯玉祥电促汪兆铭北上（一作７﹐９）。

丁、红军徐向前破坏湖北孝感附近之路轨电线。

戊、红军围攻湖北沙市。

己、红军方志敏占江西景德镇。

７﹐７（六，一二）

甲、王正廷宣言不承认使团领袖一人代表全团全体之惯例，仅认外交团为社交团体。

乙、何成浚在漯河召集杨虎城、徐源泉、上官云相、郝梦龄、萧之楚等会议。

丙、何键自衡州回长沙。

７﹐８（六，一三）

甲、蒋中正派朱绍良指挥陇海线左翼军事。

乙、韩复矩电辞山东省政府主席职。

７﹐９（六，一四）

甲、何应钦自长沙回汉口。

乙、蒋中正任王金钰为第十三路，徐源泉为第十六路，杨虎城为第十七路总指挥，上官云相

郝梦龄为第九军正副军长。

７﹐１０（六，一五）

甲、杨树庄到福州，商对卢兴邦军事。

乙、湖北沙市红军被军舰击散。

丙、中美航空公司筹备会议推王伯群为董事长。

７﹐１１（六，一六）

甲、汪兆铭电北平，同意粤沪二派宣言。

乙、津浦线中央军陈诚师曲阜解围，兖州晋军亦撤退。

丙、胶济线韩复矩军反攻，与晋军王靖国、李服膺、冯鹏翥师战于淄河。

丁、第八路军李扬敬师自永州抵全州，追击桂军。

戊、国务会议议决：（一）派伍朝枢、蒋作宾、高鲁为出席本届国际联盟会议代表，（二）任

邵裴予继蒋梦麟为浙江大学校长。

７﹐１２（六，一七）

甲、陇海线北方军开始总攻击，晋军孙楚、关福安等师自民权前进，突破中央军右翼教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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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张治中、第五师胡祖玉阵地（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等增援反攻，激战三日，成相持之势）。

乙、孙连仲部集中鹿邑柘城援亳州。

丙、冯军吉鸿昌、梁冠英、张自忠等师亦向中央军右翼猛攻（７﹐１４被第四十七师上官云

相部击退）

。

丁、平汉线冯军刘郁芬进攻郾城漯河（７﹐１８最激烈），张维玺、田金凯进攻北舞渡，石

振清、任应岐进攻逍遥，中央军徐源泉、杨虎城、萧之楚等师拒之。

戊、中央军援湘各军相继离湘，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奉调开南京。

己、国府嘉奖在吉安作战有功之师长邓英。

庚、高为国部在泉州大肆焚杀。

７﹐１３（六，一八）

甲、改组派、西山派及阎锡山之代表在北平会议，王法勤为临时主席，召开中央扩大会议，

由广州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组派）宣言提议，上海二届（西山派）宣言赞同，即由汪

兆铭、阎锡山、王法勤、谢持、冯玉祥、柏文蔚、邓泽如、陈嘉佑、邹鲁、覃振、赵戴文、

李宗仁、黄绍竑、许崇智、朱霁青、赵丕廉、陈璧君、张知本、茅祖权、熊克武、陈公博、

顾孟余、潘云超、陈树人、鹿锺麟、商震、白云梯、薛笃弼、郭春涛、傅汝霖三十人具名宣

言，对蒋中正多所指摘，希望于最短期间依法召集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并召集国民会

议（是日此三十人中实到十人）。

乙、红军占广东饶平县。

７﹐１４（六，一九）

甲、济南商会会长马良等奉阎锡山命到益都，说韩复矩合作，冯玉祥、石友三亦来电劝韩反

蒋，韩佯覆以俟领得中央饷弹即可表示（

烟台刘珍年师一度进至平度高密，威胁韩军）。

乙、江浙天津飓风为灾。

丙、湘境张桂军退集桂林。

７﹐１５（六，二○）

甲、汪兆铭离香港北上。

乙、西北军孙连仲援孙殿英，解亳州围。

丙、河南匪陷临汝县城。

丁、南通江堤崩缺五十余丈。

戊、中国革命互济会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

７﹐１６（六，二一）

甲、蒋中正在徐州召集军事会议。

乙、红军第五军彭德怀部集中湖南平江，何键派第十五师长危宿锺为平浏岳剿匪指挥官，前

往进剿。

丙、上海共党举行拥护苏维埃纪念，南京路发生骚扰。

丁、南京德国军事顾问六人辞职。

７﹐１７（六，二二）豫东晋军杨效欧、孙楚及冯军吉鸿昌、梁冠英等师连日猛攻，均未获

进展。

７﹐１８（六，二三）

甲、国务会议批准中美航空合同。

乙、何应钦自汉口过漯河偕何成浚飞赴归德柳河晤蒋中正。

丙、阎锡山委傅存怀为第三十路总指挥（进行收编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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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９（六，二四）

甲、汪兆铭自香港抵日本长崎。

乙、阎锡山离太原赴石家庄。

丙、土匪六千人盘据豫西孟津县附近。

７﹐２０（六，二五）

甲、何成浚自柳河飞回漯河。

乙、冯玉祥、阎锡山以亳州解围，奖勉孙殿英、孙连仲。

丙、张发奎通电下野。

丁、红军占江西寻邬县。

戊、胡适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

。

７﹐２１（六，二六）

甲、阎锡山过天津南下赴山东晏城。

乙、陈济棠自广州赴梧州，李扬敬师占领平乐。

丙、中国共产党中央通告革命高潮已在加速向前转变，猛烈发展，应加紧准备全国武装暴动，

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实际布置，组织总同盟政治罢工，扩大红军，消灭当前敌人。

丁、蒋光鼐、蔡廷锴部自汉口向浦口集中，北援津浦线。

戊、共军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第四军林彪，第十六军占江西新淦县。

己、红军第五军彭德怀大败湘军第十五师危宿锺于平江。

庚、王芝祥卒于通州，年七十三。

辛、上海水电工潮扩大，法租界电车全停，巡捕鎗伤工人数十人。

壬、青岛人力车夫罢工。

７﹐２２（六，二七）

甲、中央军王均、叶开鑫、杨胜治等部占领亳州、鹿邑，北军孙殿英、孙连仲退走（王均部

即调赴归德线）。

乙、驻韩复矩军之中央代表蒋伯诚电蒋主席，如津浦线不于７﹐２６进攻，韩将请病假（时

晋军张荫梧冯鹏翥每日电催韩表示和战态度，翌日蒋伯诚得蒋主席电覆，决先解决津浦线晋

军及克复亳州消息，韩即转喜）。

丙、何应钦自豫东柳河飞回汉口。

丁、中央飞机又在汴郑投弹（时冯玉祥在郑）。

戊、红军朱德占江西清江。

己、北京邮政工人怠工。

７﹐２３（六，二八）

甲、汪兆铭过天津到北平，声言专办党务（顾孟余同行）。

乙、蒋中正任蒋光鼐为第十九路总指挥。

丙、红军朱德占江西樟树镇。

丁、第三（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建立苏维埃及真正红军）。

戊、中共中央、少共中央、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反

帝大同盟、自由大同盟、互济会联合举行【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

委员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临时常务委员会，通过工作大纲及组织大纲。

７﹐２４（六，二九）

甲、红军彭德怀自湖南平江南趋，再败第十五师危宿锺于新街。

乙、红军第一军团朱德占江西进逼南昌。

丙、阎锡山到胶济路前线视察，即回晏城，张荫梧率军经广饶、寿光迂攻韩复矩军之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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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平汉线冯军刘郁芬等攻郾城、漯河不下，退向临颍。

戊、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被刺殒命。

己、中苏中东路电权问题草案签字。

７﹐２５（六，三○）

甲、北平中央扩大会议谈话会决定以党建国之基础条件七条：（

一）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构成分子。（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大

法，确定政府机关之组织及人民公私权利之保障，基本大法应由国民会议公决，如时机紧急，

或由扩会宣布，俟国民会议追认。（三）民众运动及组织应按照建国大纲由地方自治做起，

严防共产党激起阶级混斗之祸端。（四）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及监督之地位，

不直接干涉政务。（五）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六）总理遗教所谓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

国，应集中人才，以收群策群力之效。（七）关于中央地方之关系，按照建国大纲，采均权

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乙、红军第一军团朱德部北进；南昌戒严，张辉瓒任司令。

丙、厦门共产党暴动，袭盐务局。

７﹐２６（闰六，一）

甲、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率第三军（黄公略），第五军（

彭兼）及第八军李杰（何长工？）逼长沙；何键督军四团抵御。

乙、汪兆铭电请杨虎城加入倒蒋战线。

丙、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拒绝６﹐１８中国公使汪荣宝照会，仅允将现行协议之运用，

予以商改。

７﹐２７（闰六，二）

甲、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第三军黄公略及李灿（实行）孔荷宠等三万余人于夜十二时攻占长

沙，省政府特务营哗变，何键退益阳，日本领事馆被毁（外侨均先退去）。

乙、阎锡山代表贾景德，冯玉祥代表薛笃弼，汪兆铭代表郭泰祺，拟往葫芦岛晤张学良，张

覆电挡驾。

丙、韩复矩军放弃益都，退集潍县高密（晋军扰韩军后路坊子潍县）。

７﹐２８（闰六，三）

甲、北平中央扩大会议第二次谈话会：（一）将上次决定之七基础条件电告海内外各级党部

及前敌将领，（二）八月七日举行正式会议。

乙、汪兆铭电告北方各将领，谓扩大会议成立，安危甘苦，誓共终始。

丙、汪兆铭对外国记者谈话，谓国民党不限制其它政党。

丁、红军纵火焚长沙各机关，彭德怀向商会勒索七十万元。

戊、第八路军李扬敬师占广西阳朔，桂军西退。

己、韩复矩通电下野。

庚、第二次飓风到上海。

７﹐２９（闰六，四）

甲、蒋中正代表张群、刘光等晤张学良于葫芦岛。

乙、长沙红军焚日本领事署及英美教会。

丙、红军第一军徐向前、许继盛占领湖北花园，进攻孝感。

丁、湖北阳新县共军实行集中现金，以经烙印之竹篦作金钱使用。

戊、烟台刘珍年电冯玉祥，即出兵攻韩复矩。

７﹐３０（闰六，五）

甲、蒋中正自归德过徐州赴兖州曲阜，陇海线由陈调元、顾祝同、朱绍良分别指挥（此时陇

海线中央军采守势，津浦线取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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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马鸿逵等自上海赴青岛，代蒋中正留韩复矩，韩部军长孙桐萱、曹福林等亦通电挽留。

丙、何应钦自武汉派海陆军开长沙，汉口戒严。

丁、长沙红军确定各种货价。

戊、红军第十军方志敏再占江西上饶。

７﹐３１（闰六，六）

甲、北平扩大会议汪兆铭阎锡山等宣言诋蒋中正纵容共产军扰害湘鄂赣三省。

乙、红军第一军团朱德等部自高安进至南昌附近之生米街牛行，另支自瑞昌逼九江。

丙、海军司令曾以鼎率舰进攻长沙共军。

丁、长沙红军与日美英国军舰炮战。

戊、阎锡山过济南赴津浦线南驿（明日北返）。

己、陕西鼠灾。

８﹐１（闰六，七）

甲、共产党在长沙组设苏维埃政府，李立三任主席（未到，此外尚有湘鄂赣边工农兵暴动委

员会，主席为滕代远；肃反司令部正副司令为赖汝樵、何俊；红军第三军团总政治部主任为

袁国平，长沙警备司令为邓平，并有红军日报馆及省苏日报）。

乙、闽西红军第十二军伍中豪师奉命自长汀西去，参加长沙之战（第二十一军不久亦进向粤

东，结果大败）。

丙、北平上海共产党示威，被捕多人。

丁、津浦线中央军自兖州、曲阜反攻（由刘峙指挥）。中路夏斗寅、陈诚、马鸿逵，右翼蒋

光鼐、蔡廷锴，左翼冯轶裴、杨胜治。

戊、中央军第五十三师（即第十六军）李韫珩部自青岛西开。

己、北方各将领覆汪兆铭电表示拥护。

庚、王正廷与波使魏登涛签定中波商约附加议定书。

８﹐２（闰六，八）

甲、中央扩大会议电冯玉祥、李宗仁进兵湘鄂剿共，并电南京陆海军将领一致行动。

乙、日本代公使重光葵抗议长沙事件。

丙、第八路军李扬敬余汉谋师攻桂林。

丁、阎锡山自山东晏城过北平丰台转石家庄。

戊、朱德红军攻南昌失败，分路西南退。

８﹐３（闰六，九）

甲、汪兆铭离北平赴石家庄，晤阎锡山。

乙、鄂西驻军第十四旅彭启彪，新十师谢彬部开武汉，浙江保安队三团，扬州缉私队三团开

九江南昌增防。

丙、彭德怀部红军开始自长沙撤退，掳去印刷机、纸张、米粮及大批物资。

丁、何键督军攻长沙，未得手。

８﹐４（闰六，一○）

甲、汪兆铭、阎锡山在石家庄相会。

乙、冯玉祥对陇海平汉线下总攻击令（意在牵掣津浦路之中央军）。

丙、津浦线晋军傅作义、李生达部向泰安退却。

丁、蒋中正自津浦线回陇海柳河。

８﹐５（闰六，一一）

甲、何键及海军夺回长沙，共军东南走。

乙、粤军攻桂林不下，南撤。

丙、马鸿逵自青岛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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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闰六，一二）

甲、汪兆铭自石家庄回北平，赵戴文、商震同行，扩大会议即举行第四次谈话会，决定中央

党部委员人选。

乙、冯军孙连仲（高树勋等三师）孙殿英攻占豫东柘城，进向归德，中央军第五十四师郝梦

龄部未到。

丙、阮玄武就冯玉祥所委之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南路军总副司令为张维玺、邓宝珊）。

丁、红军第二军贺龙，第六军邝继勋进抵湖北天门、潜江，汉口特别戒严。

８﹐７（闰六，一三）

甲、北平扩大会议在怀仁堂正式开会，到委员十七人，汪兆铭主席，议决（一）发表大会宣

言，（二）

扩大会议组织大纲，（三）政治会议规则，（四）推汪兆铭、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

柏文蔚、茅祖权为常务委员，汪兆铭、邹鲁、陈公博、赵丕廉等为组织部委员，顾孟余、张

知本、薛笃弼等为宣传部委员，覃振、白云梯、陈嘉佑、商震等为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

乙、豫东晋冯军大举攻柳河、宁陵。

丙、日军舰四艘抵上海，准备西上。

丁、英军舰自上海开往汉口（因共产党逼近）。

戊、长沙武汉搜杀共产党。

己、阎锡山所委之湖南招抚使赵恒惕在汉口日租界被捕。

８﹐８（闰六，一四）

甲、中央军第十一师陈诚、第七十三师夏斗寅、第六十师蒋光鼐、第六十一师蔡廷锴，大破

晋军傅作义、李生达、张会诏于山东大汶口（晋军吸食海洛英，以连日天雨，火柴不能燃，

瘾发难忍，精神疲惫）。

乙、国务会议议决特派何应钦办理湘鄂赣剿匪事宜。

丙、第十八师张辉瓒击退逼近南昌之共军朱德。

丁、长沙军警大举搜索共党，并摊派军饷。

戊、江苏启东共党焚看守所，犯人脱逃百余。

８﹐９（闰六，一五）

甲、胶济线中央军韩复矩、李韫珩部反攻（阎冯劝韩合作，韩观望徘徊，且不愿李军西来，

及知津浦线晋军失利，始挥军西进），晋军张荫梧、王靖国、冯鹏翥部自潍县退益都，津浦

线马鸿逵部围泰安（８﹐２２占领）。

乙、汤尔和、罗文干自沈阳到北平，晤汪兆铭。

丙、云南龙云部总指挥卢汉、师长张冲、朱旭入广西，占百色，共产党红军第七军李明瑞、

张云逸邀击于果化。

８﹐１０（闰六，一六）

甲、张学良自葫芦岛到北戴河，南京代表张群、方本仁、吴铁城同行，胡若愚亦自天津前往。

乙、红军第一军团朱德合第三军团彭德怀及第三军黄公略等自浏阳永和市反攻长沙，何键督

军力御。

丙、武汉连日处决共党四十六人。

８﹐１１（闰六，一七）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北平扩大会议发告国民书。

乙、北平扩大会议二次会议通过常会细则。

丙、新编第二十一师罗霖败红军，克湖南平江。

丁、陕西兴平县克复，匪甄士仁败逃。

戊、山海关东大水，北宁路断，绥中溺毙千余人，灾民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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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朱庆澜到西安，办理赈务。

８﹐１２（闰六，一八）

甲、汪兆铭谈话，否认令李宗仁、张发奎乘共党乱进兵湖南（报载７﹐３１汪曾电李张与共

军联结共出长江）。

乙、北平扩大会议临时会议，推白云梯、李烈钧、刘守中为国内民族部委员，邓泽如、陈璧

君等为海外部委员。

丙、上海法界水电工潮因李煜瀛之调停解决。

丁、肇兴公司同安轮在山东成山角被撞沈。

８﹐１３（闰六，一九）

甲、津浦线中央军陈诚师部越泰安，占领界首，蒋光鼐、蔡廷锴逼攻济南，晋军第二路傅作

义部损失极大。中央飞机在济南投弹，死伤数十人。

乙、何键败共军，克浏阳。

丙、冯玉祥任张治公为游击第二路司令。

丁、天津英美烟公司因反对增加卷烟统税，停工。

戊、欧亚航空公司成立。

８﹐１４（闰六，二○）

甲、晋军傅作义自济南北撤。

乙、东北骑兵师长郑泽声、驻山海关之于学忠部旅长马廷福以受陶效礼煽动，被张学良在北

戴河拘扣（马廷福受南京收买，准备进兵）。

丙、国民政府公布关税短期库券五千万元条例。

丁、传共产党于江苏南通如皋及沪宁线组织红军第十四、十五、十六等军，煽惑伤兵。

戊、前广西红军第八军长俞作豫等在广州被诱捕（９﹐６枪决。俞于月初在广西龙州战败，

走安南）

。

８﹐１５（闰六，二一）

甲、中央军蒋光鼐占领济南，晋军退河北，折损数万（首入济南者为第十九路兼右翼指挥蒋

光鼐部）。

乙、豫东中央军左翼军总指挥朱绍良督上官云相、王均、顾祝同等师与冯军孙良诚、孙连仲、

庞炳勋、孙殿英等在宁陵附近剧战七日，互有进退。

丙、阎锡山以前方军事不利，自太原到石家庄。

丁、平津忽传张学良死于北戴河。

戊、云南龙云部总指挥卢汉，师长张冲、朱旭围攻南宁。

己、国务会议议决拨款十万元，抚恤长沙。

庚、北平扩大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推汪兆铭、顾孟余、覃振、白云梯、陈树人为宣传、组

织、民训、国内民族、海外五部秘书主任。

辛、汉口盛传共产党暴动，严重戒备。

壬、全国税收会议在上海开会。

癸、荷渣华公司大副在轮船上强奸华侨教员萧信庵女士。

子、中国共产党之【红旗日报】在上海创刊。

８﹐１６（闰六，二二）

甲、刘峙到济南，胶济线晋军王靖国部第三军自周村撤向河北。

乙、长沙秩序恢复，武汉情势缓和。

丙、第四、第九路军（何键鲁涤平部）会剿湘赣间红军第一军团朱德、第三军团彭德怀，开

始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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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７（闰六，二三）

甲、韩复矩到济南。

乙、高桂滋部退出诸城莒县。

丙、江西人民分向武汉广东请兵剿共。

８﹐１８（闰六，二四）

甲、张学良在北戴河正式宴中央代表张群、方本仁等。

乙、驻辽宁之阎冯代表孔繁蔚、门致中到大连，邀同孙传芳到天津，贾景德、薛笃弼亦自平

往，拟偕赴北戴河晤张学良。

丙、天津北仓间之北宁路桥发现炸弹，车阻，天津市亦有爆炸声，天津临时戒严。

丁、中央飞机在郑州投弹，死伤数十人。

戊、新大明轮案了结，被难家属由日方给恤金二万五千元。

己、共产党人二十名在南京被枪决。

８﹐１９（闰六，二五）

甲、莫德惠晤加拉罕，加坚持须中国声明承认伯力纪录有效，方开正式会议。

乙、豫东晋冯军以济南晋军失利，全部自宁陵向太康、杞县撤退。

丙、山东省政府及省党部自青岛移回济南。

丁、蒋中正任夏斗寅为第二十一路总指挥。

戊、冯玉祥任刘骥为独立第一军军长。

己、红军邓刚、陈毅占福建平和，焚掠后走粤边。

庚、红军第七军方志敏部第十三旅第一团邹琪、邬大丁以梭标队冲锋，占江西乐平。

辛、邓演达在上海召开干部会议，成立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一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

会，即第三党），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８﹐２０（闰六，二六）

甲、阎锡山将津浦线之第二、四、五、六各路军编为第三方面军左翼，自兼总司令，由张荫

梧代理。

乙、柏文蔚自北平到太原晤阎，商组织政府。

丙、中政会议决，嗣后凡外交案件，须先提中政会讨论，再交外交部执行。

丁、蒋中正发表慰问湖南民众书。

戊、南昌市社会局长熊国华因籍隶共党，计划暴动，被枪决。

己、中德航空邮政开始。

８﹐２１（闰六，二七）

甲、傅作义赴北戴河谒张学良，孙传芳、郭泰祺亦到。

乙、汪兆铭谈话，谓阎冯情感素洽，否认联俄容共。

丙、中常会推戴传贤、刘纪文慰劳前方将士。

丁、蒋中正乘飞机到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后，即南返柳河。

戊、蒋中正任夏斗寅为第十一路总指挥，陈诚为第十九军军长。

己、中央飞机在兰封投弹，死伤人民三十余。

庚、阎锡山尽调驻太原之保安队杨澄源部开津浦线。

辛、武汉行营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匪会议。

壬、禁烟会严申禁种烟苗令。

８﹐２２（闰六，二八）

甲、蒋中正调刘峙、陈诚、夏斗寅等部自济南开往陇海线，任韩复矩为北路总指挥，主持津

浦线，除所部孙桐萱等军外，李韫珩、马鸿逵、刘珍年等部均归节制。刘峙率第二军团总部

人员离济南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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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中正电呈国府明令宣布如阎冯引咎远去，其余部卒，概许自新。

丙、阎锡山任刘文辉为第七方面军总司令。

丁、宋子文乘飞机到汉筹款。

戊、国务会议议决公布以民国二十年一月一日为公务员任用条例施行日期。

己、红军朱德、彭德怀、罗炳辉等联合击败何键之第四路军，第十六师旅长戴斗垣阵亡（８

﹐２０？）

。

庚、南京共产党谋暴动，被破获，拘捕二十余人，搜出其秘密印刷所，军火储藏处，及执行

委员会办公处。

辛、本月十四日在北戴河被拘之东北骑兵师长郑泽生暴毙于狱。

８﹐２３（闰六，二九）

甲、国府明令开导阎冯所部将士去逆效顺。

乙、湘军失利，长沙惶恐，人民争相迁逃。

丙、红军第七军方志敏部团长邬大丁占江西鄱阳城。

丁、贾景德、薛笃弼、陈公博、覃振等因孙传芳、罗文干之介绍，在北戴河晤张学良。

戊、石友三任袁德性为第四方面军第五军军长。

己、派海军鱼雷司令曾以鼎出席日内瓦军缩会议。

庚、张宗昌遣段成泽、孟广训等扰鲁东海阳、牟平、文登、荣成、福山。

８﹐２４（七，一）

甲、第六十四师马腾蛟旅攻占泰安，守城晋军被俘。

乙、浙江嘉善伤兵二千余闭城搜劫。

丙、新编第二十五师戴民权部一团在湖北花园被共产军缴械。

８﹐２５（七，二）

甲、红军朱德、彭德怀会师于浏阳永和市，再占浏阳；何键部退永安，长沙震动。

乙、红军傅柏翠陷江西南康新城。

丙、扩大会议嘉奖副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

丁、第十九路总指挥蒋光鼐所部离济南南开。

戊、豫东大雨，平地水深数尺，战事停顿。

８﹐２６（七，三）

甲、何应钦调新编第五师公秉藩部及第三师钱大钧增援长沙。

乙、第八路军余汉谋师占领广西宾阳，断柳州南宁间之联络。

丙、陈公博、覃振、郭泰祺自北戴河回北平。

丁、宋子文自汉口回南京。

戊、新编第十一师师长（川军）赖心辉在宜昌被刘湘部扣留。

己、重庆大火焚烧三千余家。

８﹐２７（七，四）

甲、蒋中正调津浦线军转开平汉线。

乙、冯玉祥自开封移驻郑州。

丙、中央飞机二架自济南到北平掷弹，伤三人。

丁、李煜瀛自上海经大连到北戴河，晤张学良。

戊、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在汉口开幕（二十九日闭幕）。

己、陈济棠自梧州回抵广州。

庚、南京举行剿共讨逆祝捷大会。

８﹐２８（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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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何键回长沙，缩短战线（何键部十九师师长刘建绪与十五师师长危宿锺不睦）。

乙、陕西蝗害，秋收绝望，灾情未艾。

８﹐２９（七，六）

甲、北平扩大会议派覃振、赵丕廉、陈嘉佑、傅汝霖、郭泰祺及薛笃弼、贾景德赴太原，与

阎锡山商组织政府具体问题。

乙、国务会议批准修正国际法庭规约议定书及美国加入国际法庭规约议定书。

丙、湖北广水红军解除新编第二十五师戴民权部一部武装。

丁、第十八师两团克江西鄱阳，红军邬大丁走都昌。

戊、股匪二千陷浙江泰顺县。

８﹐３０（七，七）

甲、蒋中正任刘峙为平汉线前敌总指挥，王金钰为右翼总指挥（

刘即由南京赴汉口转漯河）。

乙、张学良自北戴河回沈阳，孙传芳、吴铁城、方本仁同行，张群、胡若愚赴青岛。

丙、辽宁省政府通电为关外水灾乞赈，谓西起绥中东迄新民，长六七百里宽二三百里一片汪

洋，淹毙人民万余，难民不下四五十万。

丁、红军彭德怀、朱德等占领长沙附近之易家湾，何键于长沙附近安设电网。

戊、红军傅柏翠占江西大庾县。

８﹐３１（七，八）

甲、远东俄领各地以国际革命化急援会名义募款接济中国红军。

乙、蒋中正颁布作战命令：陇海路方面：中央军指挥官顾祝同，左翼朱绍良，右翼蒋鼎文（约

共九个师），预备军团指挥陈调元。预备军团（约共七个师）由金汉鼎、王均、冯轶裴指挥。

复有第二炮兵集团指挥官杨杰，航空队司令黄秉衡，铁甲车队司令蒋锄欧。平汉路方面：右

翼军指挥官何成浚，辖第一纵队徐源泉，第二纵队夏斗寅（

共五个师）。左翼军总指挥刘峙，辖第三纵队上官云相，第四纵队刘茂恩，第五纵队杨虎城

（共六个师），总预备队兼第六纵队指挥官蒋光鼐（共三个师），第一炮兵集团指挥官张敬修，

航空队指挥官张惠长，铁甲车队指挥官顾懋林。

丙、红军大举攻长沙。

９﹐１（七，九）

甲、北平扩大会议：（一）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委员定七人至十一人，设内政、外交、

财政、司法、陆军、海军、教育、交通、农矿、工商、国营实业十一部，监察院、最高法院，

及军事、法制、官吏惩戒、考试、蒙藏、侨务等委员会。（二）推阎锡山、唐绍仪、汪兆铭、

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原拟许崇智）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三）推阎锡山为国

民政府主席。

乙、蒋中正自归德乘飞机到豫南驻马店，刘峙、何成浚、徐源泉、杨虎城、上官云相、岳维

峻、萧之楚等均到。

丙、邓演达、谭平山等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在上海成立（邓于是年五月自欧

洲回抵上海）（８﹐１９？）。

９﹐２（七，一○）

甲、张学良电召东北各要人赴沈阳会议。

乙、北平扩大会议推（一）邹鲁、陈公博、白云梯、黄复生、陈树人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组织法起草委员。（二）汪兆铭、张知本、茅祖权、冀贡泉、陈公博、顾孟余为约法起草委

员。

丙、冯玉祥任鲍刚为防河司令，统许长林、魏凤楼等四师，在鲁西寿张长垣布防。

丁、陈嘉佑、贾景德、薛笃弼到郑州晤冯玉祥（四日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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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红军三面包围长沙，分路猛攻（传红军共十五军，第一军许继盛，二军贺龙，三军黄公

略，四军林彪，五军彭德怀，六军邝继勋，七军张云逸，八军何绍庚，九军崔济基，十军方

志敏、吴先民、周显隐，十一军祝同志，十二军罗炳辉，十三军胡公冕，十四军李超，十五

军陈资平）。

己、太原防共委员会布告悬赏缉拏共党（传共党拟暴动）。

９﹐３（七，一一）

甲、第四路军陈光中（第七旅）、陶广（第三十一师）、刘建绪（第十九师）击败围攻长沙之

红军（朱德有受伤说）。

乙、红军傅柏翠侵入广东南雄。

丙、浙江保安队竺鸣涛团败红军方志敏部彭建章（上年在常州哗变之营长），克江西玉山。

丁、石友三部自豫东考城渡河北退。

戊、李品仙、唐生明等部约四千人复自广西侵入湘南，李宗仁总部移设桂林。

己、覃振、赵丕廉、傅汝霖、郭泰祺等自太原回北平。

庚、顾维钧自北戴河到北平，晤汪兆铭。

９﹐４（七，一二）

甲、阎锡山自太原到石家庄，即南赴新乡，晤冯玉祥。

乙、张作相等应张学良召到沈阳。

丙、中央飞机在郑州投弹，死伤四五十人。

丁、湖南各军（约六、七师）反攻获胜，毙红军约六千人，长沙解围。

戊、红军第六军邝继勋进攻沙市，被新编第三师李云杰击退。

己、四川江津驻军受共产党煽动哗变。

庚、中共中央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上海举行，讨论李立三路线，周恩来采调和立场。

９﹐５（七，一三）

甲、张学良对山海关驻军于学忠部下准备动员令。

乙、冯玉祥通令激励将士，并悬赏擒蒋中正（三百万元）、何成浚、何应钦、刘峙（各二十

万元）。

丙、贾景德、薛笃弼自郑州回北平，即转赴沈阳，顾维钧、罗文干亦离平。

丁、国务会议：（一）特任马福祥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二）改组山东省政府，以韩复矩、

李树春、何思源、王向荣、张鸿烈、马鸿逵、刘珍年等人为委员，韩为主席。（三）改组安

徽省政府，以陈调元、朱熙、袁家普、陈鸾书、程天放、于恩波、卫立煌等人为委员，陈为

主席。

戊、扩大会议电促国府委员来平就职。

己、北平各国立大学教职员工会以五月以来未领分文，开学无望，发表宣言，谓教育不应卷

入政争。

庚、红军朱德、彭德怀等再反攻长沙，被击退。

辛、红军占江西湖口。

壬、谭道源第五十师自津浦线开抵南昌剿共。

９﹐６（七，一四）

甲、蒋中正到河南漯河，准备总攻击，令各纵队避坚不攻，乘隙挺进开封洛阳。

乙、阎冯之代表贾景德、薛笃弼，再到沈阳，向张学良请援，允以察绥相让。

丙、汪兆铭电劝四川将领刘文辉、邓锡侯等出兵讨蒋，乘长江防务空虚，填防各地。

丁、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电请蒋中正下野。

戊、何键电蒋中正、何应钦，谓红军实力尚存四五万，请速增兵。

９﹐７（七，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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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阎锡山到北平，谈施政方针为公平内政，和善外交。

乙、蒋中正下总攻击令。

丙、中央军第五纵队杨虎城占领河南鲁山，败刘汝明部；冯玉祥调宋哲元军开豫西。

丁、中央飞机到郑州投弹，死伤人民二十余（此后连日不断）。

戊、湘军右翼败红军于易家灞。

９﹐８（七，一六）

甲、阎锡山电张学良，以政府各部长半数归其支配，请予赞助。否则请发和平通电，出任调

停。如二者皆不能办到，本人将率晋军归晋，以河北委诸冯玉祥。

乙、阎锡山在扩大会议纪念周报告军事，扩会常务委员各部委员举行宣誓。

丙、李宗仁之总司令部由柳州移桂林，留第七军杨腾辉驻柳州。

丁、英使蓝浦生到南京，与王正廷商接收威海卫。

戊、共产党长江五省军事委员刘云在武汉枪决。

己、共产党人何孟雄致书中央政治局，指摘李立三之不当（１０﹐２及１０﹐９续有书表明

立场）。

庚、江西湖口红军退去。

９﹐９（七，一七）

甲、北平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委员汪兆铭、谢持在怀仁堂中央党部宣誓就职，由王法勤代

表扩大会议监誓，阎等并电唐绍仪、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各于所在地先行就职。

乙、山海关及热河之东北军完成动员准备。

丙、蒋中正自平汉线漯河回陇海线柳河，即在民权（李坝集）召集将领会议。

丁、中央军第三纵队上官云相、第四纵队刘茂恩向豫西敌后挺进，本日第四纵队克襄县，降

张华堂旅。

戊、李宗仁电四川将领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其相、罗泽洲等会师东

下。

己、何应钦自汉口飞赴长沙视察前线，当日返汉口。

庚、红军方志敏、吴先民再占江西景德镇。

９﹐１０（七，一八）

甲、张学良召开重要会议。

乙、蒋中正电勉各将领，谓张学良拥护中央，望再接再励，与冯阎作最后奋斗。

丙、阎锡山成立六大补充队，以赵承绶为总队司令。

丁、冯玉祥以刘郁芬为后方总司令。

戊、第四路军何键部分五路出击（一罗霖师，二公秉藩师，三危宿锺师，四陶广师，五刘建

绪师）。红军彭德怀、朱德等亦由东山进迫长沙。

己、占领江西景德镇之红军迫令各家供马克斯神位，加入梭标队，平均田地，屠杀妓院老板，

勒索巨款。

庚、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等之中华革命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宣告该党解散。

辛、中央以马全良为第七十二师师长，马腾蛟为六十三师师长（

均马鸿逵部）。

９﹐１１（七，一九）

甲、平汉线、陇海线中央军开始攻击（９﹐１５实施）。

乙、阎锡山于今早离平赴天津转往德州、平原，中央飞机追踪投弹。

丙、冯玉祥电告在郑州就北平国府委员职。

丁、阎锡山通令各军，严禁各军贩卖烟丹（金丹白面）。

戊、罗文干在沈阳发表声明书，反对一党专政，主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与国民更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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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还之国人。本人加入北平新政府与否，视参加后能否裨益上述政纲之实施为准，并须与张

学良商洽。

９﹐１２（七，二○）

甲、外交部声明，中外商民等与北方政府订立任何性质之合同或契约，国民政府不受任何拘

束。

乙、王正廷连日与英使谈判收回威海卫、厦门租界、庚子赔款用途、及法权等问题。

丙、国务会议议决：（一）准戴传贤辞广州中山大学校长，以副校长朱家骅继任。（二）任王

之觉为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

丁、汪兆铭等在北平扩大会议招待第二国际领袖前比国首相万德威尔（樊迪文）。

戊、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周恩来批评李立三

之政策，决定命李前往莫斯科。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会议定于１２﹐１１召开（未果）

（此次会议除７﹐２３参加之各团体外，尚有各地工会，各苏维埃区，红军各军，上海、北

平、哈尔滨学生代表。９﹐２６通告代表选举办法）。

己、红军第二军团贺龙、周逸群占湖北石首县（明日又占藕池口，该军团成立于七月）。

９﹐１３（七，二一）

甲、阎锡山自山东平原北返，过天津北平回石家庄（阎到前线后，始知晋军惨败实情，极懊

丧）。

乙、陇海线中央军范熙绩、金汉鼎、阮肇昌、冯轶裴、张治中师等进攻兰封，与北军孙楚、

杨效欧、刘春荣等激战。

丙、阎锡山委杨澄源为第七路总指挥（以保安队编组）。

丁、红军朱德、毛泽东等自长沙附近撤退（经株洲醴陵东入江西）。

戊、四洮铁路沿线鼠疫蔓延。

９﹐１４（七，二二）

甲、阎锡山、冯玉祥电北平扩大会议，请任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石友三，第

七方面军总司令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为国民政府委员。

乙、中央军第十二师金汉鼎部占领考城，石友三部北撤。

丙、中央军第一纵队徐源泉与西北军吉鸿昌部在杞县激战。

丁、福建省军方声涛部攻入德化，卢兴邦部徐飞龙败走。刘和鼎师亦向水口前进。

戊、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自迪化回抵北平，带回采集品九十余箱。

９﹐１５（七，二三）

甲、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在沈阳北陵会商时局，决定电各方罢兵（张作相及

东北政务委员袁金铠反对派兵入关，长官部军事厅长荣臻，驻京代表秦华等主中立或与阎冯

合作，学良均不谓然）。

乙、蒋中正电南京，报告平汉线战事顺利，左翼占临汝、自由（

白沙镇）、密县，右翼占扶沟、鄢陵，陇海线占考城。

丙、中央飞机十余架连日轰炸郑州。

丁、冯玉祥下令反攻。

戊、阎锡山密令晋军向大名、石家庄退守。

己、李宗仁电告在桂林就国府委员职。

庚、北平扩大会议议决加推石友三、刘文辉为国府委员。

辛、北平扩大会议电促四川将领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速出兵东向会师江汉。

壬、邓演达之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发表时局宣言。

癸、新编第三旅一营自皖北凤台东开，在石头埠被红枪会缴械。

９﹐１６（七，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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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张学良夜访中央代表李煜瀛、吴铁城、张群、方本仁，决发时局通电。第一军军长于学

忠即回山海关调度，并下动员令。

乙、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部第二十军刘德超占江西袁州（第一方面甫成立，朱任总司令，毛

泽东任政治委员）。

丙、红军袭击湖北大冶。

９﹐１７（七，二五）

甲、张学良与大公报记者谈话，谓两星期来即静待阎锡山之请，以负调停之责，而阎惟以国

府委员部长相商，本人实不愿南北成立两政府。现在民困已达极点，不得不出而干涉。并谓

政治立场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之下，惟本人所表示者亦不尽与南京希望者吻合。

乙、中央军猛烈进攻，占领临颍。

丙、中日电信会议在南京交通部开幕，中国代表庄智焕、吴南如，日本代表重光葵、吉野圭

三。

丁、厦门租界收回照会由王正廷与英使蓝浦生签字互换（英国契据易以中国永租地契）。

９﹐１８（七，二六）

甲、张学良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全国各省市各军旅各法团，吁请各方即日罢兵，静候

中央措置（即将原电转柳河蒋中正主席）。

乙、阎锡山通电，谓南军使用毒气，【我惟有退避三舍，以全民命】（是电倒填十四日）。

丙、石友三军自河南考城渡黄河北撤，向冀鲁交界集中。

丁、中央军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在河南鄢陵将投降之王振部缴械，并俘获王振（即豫匪王老

五）。

戊、红军彭德怀、黄公略、孔荷宠退出长沙附近百里以外，第一、二纵队司令陈光中、罗霖

分向醴陵、浏阳追击。

己、邵式平在景德镇就红军中央委员兼军事主席。

庚、法国炮舰在湖北蕲州开炮射击岸上红军，毁民房甚多。日舰亦于赴宜昌途中向岸上红军

轰击。

９﹐１９（七，二七）

甲、东北边防军第一军于学忠部（辖董英斌、李振唐、刘乃昌、郭希鹏、白凤翔旅）动员西

开，第二军王树常部（辖丁喜春、刘一飞、张廷枢、姚春藩、李福和旅），亦准备出发（于

曾对张学良提出两方案，一为直趋张家口、大同，根本解决晋军，一为预行通知晋军，命和

平退出河北，张采第二方案）。

乙、汪兆铭电张学良，提出解决时局四项主张：（一）_开国民会议，（二）开国民党全国代

表大会，（三）扶植民主政治，并先制定约法，（四）共同防剿湘鄂赣三省共产党（谢持、邹

鲁、覃振等亦电张学良，内容与汪电同）。

丙、汪兆铭谈话，不得已时即以太原西安为根据地，依照原来步骤进行。

丁、汪兆铭、陈公博、谢持、王法勤等原定今晚离北平往石家庄，以赵戴文北来，暂缓。

戊、石友三响应张学良９﹐１８电。

己、蒋中正以王均为第七纵队指挥官，顾祝同为第八纵队，蒋鼎文为第九纵队。

庚、国务会议（一）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以陈大齐代理。（二）准兼交通大学校长

孙科辞职，以黎照寰继任。（三）免兼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职。（四）派张群、李仲公、陈希

曾等七人为整理招商局委员会委员，指定张为委员长，李为总管理处专员。

辛、行政院令内政部及各省乘今年丰收，积谷备荒，禁止商民囤积，及米谷出洋。

壬、吉林省政府令各县切查韩侨户口，并拟定办法二十二条。

９﹐２０（七，二八）

甲、汪兆铭、陈公博、谢持、邹鲁、陈嘉佑、陈树人、覃振、白云梯、潘云超等离北平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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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庄，扩大会议结束，各机关纷纷迁移。

乙、东北军于学忠部到塘沽，与晋方商和平让渡平、津，晋军分向保定南口撤退。

丙、蒋中正发表告阎冯将士书，望于二十四日前毅然反正。

丁、国民政府电奖张学良。

戊、滇军总指挥卢汉、师长张冲、朱旭围攻广西南宁，桂军黄旭初力守。

己、四个月前在天津被捕之孙洪伊释放。

庚、朱庆澜通电，陕西蝗虫为灾，秋收绝望，呼吁冬赈。

辛、唐绍仪自广东中山县抵上海。

壬、上海华商缫丝厂因原料茧子缺乏，停工四十余家，失业工人一万六千四百余。

癸、中华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法，没收地主土地。

子、中国共产党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告民众书。

９﹐２１（七，二九）

甲、东北边防军第一军第五旅董英斌部到天津。

乙、鹿锺麟、徐永昌、石友三、邓瑜、黄绍竑等六十九人电覆张学良，谓事贵得平，纠纷自

解，请详示解决国是正当途径。

丙、赵戴文、赵丕廉、顾孟余及自沈阳西回之薛笃弼、贾景德等离北平往石家庄。

丁、中央挺进军刘茂恩进至荥阳。

戊、第四路军克醴陵，红军入江西。

己、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三次会议（瞿秋白主之），谋纠正李立三之错误（瞿秋白、周

恩来奉共产国际之命，自俄归来，谓中共对目前革命发展情势在程度上与速度上有过份估量，

以致造成策略上之错误）。

９﹐２２（八，一）

甲、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以脑充血（中风）逝世，年五十二岁（１８７９﹐１﹐２５生）。国

府明令褒奖，全国下半旗三日，停止娱乐宴会。

乙、中英庚款以互换照会解决，自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起，应付庚款交还中国政府，用以整理

建筑铁路，及生产、文化事业。

丙、东北军开抵北平。

丁、晋军自鲁北撤退，并炸毁津浦路沧州砖河铁桥（防东北军南进）。

戊、四川刘湘响应张学良９﹐１８电。

己、李煜瀛自沈阳到上海。

庚、第五十师岳森旅克复江西景德镇，红军邵式平败走。

辛、红军第二军团贺龙占湖北监利县。

９﹐２３（八，二）

甲、东北军入北平城内接防，晋军尽撤（于学忠部第一军所属第五旅董英斌，第六旅李振唐，

第二十七旅刘乃昌，及于自兼之第二十三旅，均已开抵平津，骑兵第二旅白凤翔续到）。

乙、宋子文自上海汇沈阳五百万元，作为东北军开拔费用。

丙、宜昌英舰炮击斗湘堤之红军，民房被焚。

丁、豫东阎冯军退集兰封杞县。

９﹐２４（八，三）

甲、蒋中正发表告前方第二、第三集团军将士书，盼毅然反正。吉鸿昌在洧川投诚。

乙、中央军第八纵队顾祝同占领许昌郑州间之官亭车站。

丙、晋军第三军王靖国、第五军李服膺集中保定。

丁、信阳附近红军二万余人（有枪者半数），拆毁路轨。

戊、北平新晨报、民言日报、北平日报、新民报、民主日报相继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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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５（八，四）

甲、东北边防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到天津。

乙、扩大会议在太原开会，由覃振、赵丕廉、商震、刘守中主持（未正式办公）。

丙、阎锡山、汪兆铭自石家庄南下，拟晤冯玉祥（冯未到，阎折回，汪赴郑州）。

丁、王宠惠当选为海牙国际法庭法官。

９﹐２６（八，五）

甲、阎锡山电蒋中正请共同下野出洋。

乙、中央执行委员会电奖张学良。

丙、东北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到北平，第二军王树常部到天津。

丁、中央军刘茂恩、上官云相、郝梦龄部与冯玉祥军梁冠英、赵登禹、刘汝明部在荥泽、荥

阳激战，平汉陇海线间之中央军亦猛攻兰封、通许、尉氏（兰封晋军孙楚、关福安撤退，由

冯军孙良诚接防）。

戊、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

己、国府明令国葬谭延闿。

庚、共产党人四十四名在武汉枪决。

９﹐２７（八，六）

甲、国府任命王树常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并兼主席，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

乙、东北军第二军王树常部骑兵第一旅李福和过天津开沧州。

丙、鹿锺麟之参谋长熊斌过天津赴沈阳，商洽军事善后。

丁、蒋中正到河南石象镇，处理洧川吉鸿昌投诚事（９﹐３０返柳河）。

戊、英美烟公司供给借款一千万元成交。

己、冯玉祥自郑州亲督所部猛攻长万官亭。

庚、上海华商丝厂，因缺茧及金融周转不灵，又有二十三家停业，失业工人达三万余。

辛、河北省政府电各县县长，谓天津警备司令部查获共产党中央通告，其大纲如下：（一）

决定于十一月七日成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二）在未成立前决定在上海立即召集上海Ｃ

Ｐ、总工会、共产青年团、革命互济会、总工联会、自由运动大会、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

联盟、社会科学联盟九个团体组织中央准备委员会，（三）中央准备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

（四）关于妇女运动等计划。

壬、红军占湖南安仁。

癸、北平文教界电请新疆主席金树仁，严阻斯坦因入新疆。

９﹐２８（八，七）

甲、何应钦、刘峙、何成浚、陈济棠、何键等四十三人通电，赞成张学良巧电，主去阎、冯

以靖国难。

乙、冯玉祥部骑兵第三师长郑大章在河南杞县投归中央。

丙、湖南警备司令段珩擅自枪杀耒阳县长罗澄。

丁、红军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进逼吉安、清江，鲁涤平向汉口告急，何应钦调新编第五

师公秉藩部及湘军往援。

９﹐２９（八，八）

甲、中央军范熙绩占领兰封，冯军孙良诚西退。

乙、国府令废止劳工仲裁会条例。

丙、红军占岳州附近之桃林市。

丁、红军第一军徐向前占领信阳车站。

９﹐３０（八，九）

甲、中央军第一纵队徐源泉，占领尉氏，冯部孙连仲撤退。朱绍良、蒋鼎文占领陈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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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张之江马福祥自南京赴柳河，谒蒋中正，商西北军问题。

丙、汪兆铭自石家庄到太原。

丁、何键自长沙到汉口，晤何应钦商剿共军事。

１０﹐１（八，一○）

甲、威海卫正式收回，中国专员王家桢、徐祖善及英国长官庄士敦于上午十时半举行交接仪

式。

乙、中央军第二纵队夏斗寅占长葛，第七纵队王均占领朱仙镇，败任应岐、孙殿英。冯玉祥

下令总退却。

丙、东北边防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到天津，张学良所委之代理省政府委员

及平津市政府局长随来。

丁、东北军第一军第六旅李振唐部抵保定。

戊、中央军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攻占闽北水口，败卢兴邦、周志群。

己、抗不移交之津海关税务司辛博森（阎委）被刺。

庚、吉林间岛暴动（共党策动）。

１０﹐２（八，一一）

甲、豫东杞县、兰封、考城、民权一带，战沟纵横，尸骨遍野，秋禾未收，房屋倒塌，十室

十空，秋疫流行，满目凄凉。

乙、中央军岳维峻占许昌，宋天才、焦文典降。

丙、第五纵队杨虎城占领洛阳龙门、西宫。

丁、滞留天津之晋军宪兵二营，步兵一营，被东北军缴械。

戊、扩大会议在太原开会，决继续办公。

己、威海卫英领事馆成立。

庚、江西红军占吉水。

１０﹐３（八，一二）

甲、蒋中正自兰封电中央党部，主于三个月后提早召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

集国民会议议案，颁布宪法日期，制定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准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

民（胡汉民不以为然，嘱中央通信社勿予发表，以候讨论，越数日，蒋将原电发往上海刊布）。

乙、蒋中正自兰封电国府，主以德服人，并引咎自责，请于军事大定后或明年元旦，大赦政

治犯、军事犯，惟陈炯明阎锡山均不在赦免之列，共产党个人悔过自新者，于三年以后赦免。

丙、中央军第四十六师范熙绩，第十二师金汉鼎，第五十五师阮肇昌，教导第一师冯轶裴，

第二师张治中占领开封，冯玉祥军分向西北路退走，中央飞机追击。

丁、冯玉祥离郑州赴豫北。

戊、吉鸿昌（冯玉祥部主力军）在中牟通电就蒋中正所委之第二十二路总指挥。

己、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等及护理天津市长臧启芳、公安局长张学铭、护理北平市长王韬、

公安局长鲍毓麟等就职，省政府复自平移津。

庚、据吉林省政府调查，吉林韩人共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五人。

辛、法国大广东轮水手在汕头击毙接客栈伙蔡裕钦，伤六人。

壬、江西袁州红军第二十军刘铁超（德超）退走。

癸、红军第七军方志敏三占景德镇。

１０﹐４（八，一三）

甲、蒋中正到开封，改编平汉左翼军为左翼军团，右翼军为中央军团，陇海线之各纵队为右

翼军团。

乙、张学良发表谈话，必要时将派四军入关，先贯彻和平，再议根本大计。

丙、汪兆铭等在太原起草国民会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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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红军朱德、毛泽东攻占江西吉安，新编第十三师邓英败走，教士多人被掳。

１０﹐５（八，一四）

甲、阎锡山、汪兆铭、冯玉祥通电请张学良本和平主张，以公平方式，发起会议，决定办法

（此电系十一日发出）。

乙、何应钦自汉口飞赴南昌，与鲁涤平商剿匪方略。

丙、红军占河南光山。

１０﹐６（八，一五）

甲、冯玉祥部退出郑州，中央军第十一师陈诚部首先入城，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等续至。冯

军张维玺、任应岐、邓宝珊、冯治安、田金凯被困于新郑。

乙、冯玉祥部梁冠英在荥阳通电就蒋中正所委之第二十五路总指挥职。

丙、国府令展缓裁撤厘金两月，改于明年元旦前实行。

丁、吉林延吉日警与华兵冲突（１０﹐１暴动所引起），日警死二人，伤一人。

１０﹐７（八，一六）

甲、国府任命刘峙、张钫、万舞等七人为河南省政府委员，刘峙为主席。

乙、蒋中正到郑州，通电全国告捷。

丙、冯玉祥自豫北焦作入山西，所部约五万人交鹿锺麟指挥。

丁、苏俄照会东三省当局，要求取缔东铁沿线白俄活动，并援引伯力协议第四条。

１０﹐８（八，一七）

甲、被困新郑之冯玉祥南路军总指挥张维玺、军长冯治安、师长田金凯、王和民、赵凤林、

倪金声、许长林、乜玉岭，及第八方面军总副司令邓宝珊、任应岐等五万人，完全缴械。

乙、退往豫北之晋军一部在新乡被石友三缴械。

丙、中央军开始自河南回防，剿匪清共。

丁、何应钦自汉口飞赴郑州。

戊、晋军将领傅作义因战败，在天津自杀未死。

己、万选才（阎锡山所任命之河南省府主席第六路总指挥）在南京枪决。

庚、第二国际领袖万德威尔到南京。

辛、军舰击退江西彭泽红军方志敏。

１０﹐９（八，一八）

甲、张学良在沈阳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吴铁城代表中央党部监誓，张群代表国府训词。

乙、蒋中正自郑州乘飞机回抵南京，调何应钦为郑州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何成浚暂

代武汉行营主任。并命杨虎城部编为拯陕军，蒋鼎文部编为拯陇军。

丙、中常会决定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丁、东北军接防河北望都，晋军李服膺南退。

戊、张钫就任第二十路总指挥，收编万选才等旧部杂军。

己、湘军第十九师李觉，七十七师罗霖进至江西袁州剿共。

庚、吉林龙井日警设置岗位，自由行动。

辛、白崇禧率桂军第八军李品仙、第七军杨腾辉及第四军张发奎进攻宾阳上林，援南宁。

１０﹐１０（八，一九）

甲、蒋中正主席发告全国父老书，宣布五项政治方针：（一）肃清匪共，（二）整理财政，（三）

澄清吏治，（四）发展经济，（五）励行地方自治。

乙、南京、上海、广州、北平、天津、沈阳、济南等处举行国庆大会，蒋中正、胡汉民演说，

谈反动业已消灭。

丙、阎锡山、冯玉祥、汪兆铭电张学良，赞成１０﹐３蒋电，已下令退兵黄河北岸。

丁、冯玉祥到山西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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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北平吉林间直达通车开始（十一日在抚顺出轨）。

己、红军湘北独立师孔荷宠等自湖南平江攻湘阴，与第十五师第三十一师激战。

庚、盛世才应新疆边防督办兼主席金树仁之邀，自南京抵迪化，任参谋处主任。

１０﹐１１（八，二○）

甲、中俄会议在莫斯科开幕，俄方要求中国完全承认伯力记录有效。

乙、第十六路军徐源泉部占领洛阳车站，冯军宋哲元西退，第七军杨虎城追击（杨部名曰【拯

陕军】）

。

丙、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浚等自郑州乘飞机回汉口。

丁、阎锡山、汪兆铭会于石家庄，阎令晋军总退却。

戊、黄绍竑通电主息战，并提出广西善后办法二条（黄于１１﹐４到香港）。

１０﹐１２（八，二一）

甲、蒋中正主席裁撤新兵训练处，并下令各军复员。

乙、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自江西清江猛攻樟树，第十八师力战却之。

丙、南宁守军黄旭初韦云淞出击，接应张发奎白崇禧之援军。

１０﹐１３（八，二二）

甲、蒋中正主席在国府纪念周报告此次中央军死伤九万五千人，敌军约十五万人，嗣后政见

可自由发抒，军事则绝不放松。

乙、蒋中正主席发表【巩固统一与保障和平】文，揭明二义：（

一）政治设施在不背三民主义建国原则之范围者，中央必尽量容纳国民意见，（二）统一基

础始终维持巩固，不容任何军队有几微破坏，军队为国家武力，祇应为国家利益而用。

丙、蒋中正电韩复矩，允恢复石友三之第十三路总指挥名义。

丁、东北军第六旅李振唐等部接防平汉路新乐，晋军自石家庄西撤娘子关。

戊、第四十四师萧之楚克豫西孟津。

己、记者团报告，兰封战壕七十二万尺。

庚、白崇禧、张发奎解南宁之围，滇军卢汉、张冲、朱旭经武鸣西退。

１０﹐１４（八，二三）

甲、中俄会议，加拉罕提出：（一）履行伯力协议，（二）解散白俄政治团体，（三）交还哈

市自动电话权，（四）中东路警备权由中俄平均负担（一作１０﹐１８）。

乙、陈济棠以广西南宁形势紧张，自广州往梧州。

丙、冯玉祥自晋城到太原。

丁、张群、方本仁自沈阳回抵上海。

戊、中央第七军（即拯陕军）杨虎城占领豫西渑池。

己、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电请先行编遣所部。

庚、中央调大部军队十余师分赴赣鄂剿匪共。

辛、上海市教育局长兼党部执行委员陈德征在京被扣。

１０﹐１５（八，二四）

甲、鹿锺麟、刘郁芬、宋哲元、孙连仲、孙殿英、庞炳勋等自焦作通电退兵息战，静候公平

措置。

乙、石友三部自彰德、卫辉北进，压迫晋军。

丙、被中央军俘获之阎冯军第八方面军副司令任应岐，军长王振在郑州枪毙。

丁、中央代表吴铁城及张学良代表赵倜自沈阳到天津。

戊、第十八师戴岳旅收复江西清江，红军彭德怀走永丰。

己、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督第三十一师陶广、第七旅陈光中进剿浏阳红军孔荷宠、李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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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筠（女）。

１０﹐１６（八，二五）

甲、阎锡山离石家庄回太原。

乙、冯玉祥之司令部自豫北博爱县移山西泽州。

丙、杨虎城部冯钦哉师连占豫西陕州灵宝。

丁、第十八师朱耀华收复江西新淦。

戊、红军第十军方志敏占江西彭泽。

己、安徽定远县新旧县长武力争夺，死伤数十人。

１０﹐１７（八，二六）

甲、中央军第一纵队徐源泉部占领洛阳，宋哲元西退，葛云龙降（１０﹐７）。

乙、东北骑兵第六旅白凤翔旅接防石家庄。

丙、阎锡山令遣散扩大会议职员及各军代表。

丁、刘镇华、李鸣钟自德国回抵上海，即赴南京。

戊、湖南省政府派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为平浏绥靖处处长。

己、梧州大火，死三十余人。

庚、中国海洋研究所在南京开二次筹备会。

１０﹐１８（八，二七）

甲、蒋中正主席电令各省，严禁招兵。

乙、孙连仲代表李汉辉到济南，接洽投诚，本日偕蒋总司令之总参议蒋伯诚赴京。

丙、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因与部下失和，离郑州南去。

丁、王翰鸣在豫南驻马店就暂编第十五师长职，受张钫节制。

戊、张学良任汲金纯为榆关警备司令。

己、太原扩大会议通过国民会议筹备条例。

庚、日本外务次官永井柳太郎谒蒋中正主席（永井曾云将以一等国视中国）。

１０﹐１９（八，二八）

甲、蒋中正总司令派顾祝同为洛阳行营主任。

乙、蒋光鼐辞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辞第六十师师长，以为缩编倡。

丙、日本警察续向吉林龙井增防。

丁、匪劫芜湖附近之黄池镇。

１０﹐２０（八，二九）

甲、蒋中正主席在国府纪念周演说，痛切劝告全国党员，谓今后工作比打仗时更难，应改正

特殊阶级观念，严厉督率检查自己。陈铭枢在中央党部讲【军民分治，党政合作】。

乙、鹿锺麟自河南焦作电张学良，所部愿由中央编制。

丙、蒋中正电张学良仍以石友三任第十三路总指挥，归张节制。

丁、汪兆铭在太原演说，将奋斗到底。

戊、湘军刘建绪军克平江。

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告同志书，肃清托（洛斯基）陈（独秀）取消派（取消革

命），反对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反对调和主义。

１０﹐２１（八，三○）

甲、行政院令将北平故宫博物院之热河行宫古物运回沈阳，将北平之重复者移往南京。

乙、财政部长宋子文赴粤。

丙、新投诚之第二十二路总指挥吉鸿昌到南京。

丁、湘人请撤惩何键，派兵剿共。

戊、红军段德昌（贺龙部）占湖南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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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被迫辞职。

１０﹐２２（九，一）

甲、东北军第五旅董英斌接防张家口，晋军西退，察哈尔警备司令兼骑兵师长张诚德投诚。

乙、第三十一师陶广克复湖南平江。

丙、第二十六师郭汝栋败鄂东八县红军总指挥李灿，克阳新。

丁、红军贺龙、段德昌占湖南南县。

戊、江苏淮阴匪炽，飞机前往助剿。

己、日本外务省声明，１０﹐１８永井对蒋主席之谈话系外交辞令，并非侮辱。

１０﹐２３（九，二）

甲、蒋中正在首都凯旋会演说，加紧工作（每日十小时）努力建设。

乙、蒋中正任命李鸣钟、吉鸿昌为豫鄂皖边防剿匪正副司令官。

丙、鹿锺麟自焦作通电解除中华民国军前敌总指挥及第二方面总司令职（鹿原拟投中央，所

派代表已于昨到南京，因冯玉祥反对未果，１０﹐２４鹿赴天津）

。

丁、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召集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鲁涤平、何键均到。

戊、阎冯军之第二十军军长刘春荣及旅团长多人在辉县为部下团长陈耀武等所杀（１０﹐３

为石友三解决）。

己、石友三自彰德到天津转赴辽宁，晤张学良，商防地。

庚、国府令交、财二部，以后国币、邮票、印花禁印外国文字。

辛、蒋中正到上海，受耶教洗礼，入监理会。

１０﹐２４（九，三）

甲、蒋中正回浙江奉化原籍。

乙、国务会议议决任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丙、刘郁芬、宋哲元电马福祥、张之江，请停止军事行动。

丁、中央代表吴铁城自北平回沈阳。

戊、白崇禧再败滇军于广西平马。

１０﹐２５（九，四）

甲、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部冯钦哉师占领潼关，宋哲元部退往山西，刘郁芬亦于本日退

出西安。

乙、四川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李家钰、杨森等会于简州。

１０﹐２６（九，五）

甲、中央飞机连日在晋南晋城一带投弹。

乙、蒋中正任赵守钰（冯部）为山西宣慰使。

丙、阎锡山委徐永昌为晋绥警备总司令，杨爱源副之，赵承绶为绥远守备司令，王靖国为晋

东边防区守备司令，李服膺副之，杨澄源为河东区边防守备司令，关福安副之，杨效欧为潞

泽区守备司令，张会诏为平绥路区守备司令，李生达为孟辽区守备司令。

丁、共产党煽动驻四川汉州第二十八军陈静禅部哗变。

１０﹐２７（九，六）

甲、闽北卢兴邦释放一月六日被拘之福建省政府委员林知渊等，停止军事行动。

乙、太原扩大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即宣布结束（是日汪兆铭发表【约法之必要】）。

丙、王金钰在郑州就第九军军长兼第四十七师师长职。

１０﹐２８（九，七）

甲、中央飞机到太原投弹，死四人伤八人，并散发传单，限阎、冯于两周内离境。

乙、张学良表示一切听命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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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东北军骑兵第一旅郭希鹏部抵顺德。

丁、国府令将招商局改为国营实业，切实整顿。

１０﹐２９（九，八）

甲、杨虎城部马青苑旅进占西安。

乙、孙连仲在新乡通电，就中央所委之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职。

丙、第九路军总指挥兼江西主席鲁涤平派张辉瓒为第一纵队司令，谭道源为第二纵队司令，

罗霖为第三纵队司令（约共六师），会剿匪共（第一次围剿）。

丁、中俄会议无进展（外部前拟召莫德惠回国，现令暂缓）。

戊、中央大学风潮扩大，校长张乃燕与教育部长蒋梦麟互诋。

己、日本内阁议决改称支那为中华民国（１０﹐３１？）。

１０﹐３０（九，九）

甲、第十六师彭位仁部克湘西南县。

乙、红军第十六军孔荷宠、李实行（李灿）等败第三十一师陶广，再占湖南平江。

丙、前扩大会议委员谢持、邹鲁，自太原到平转津。

丁、宋子文自粤抵上海。

戊、滇军卢汉、朱旭等部经百色西退云南。

１０﹐３１（九，一○）

甲、国府发行善后库券五千万元。

乙、国务会议正式通过任命王玉科、姚鋐等八人为河北省政府委员。

丙、冯玉祥自晋城到太原。

１０﹐（下旬）红军第七军李明瑞、张云逸自广西东兰东去，拟入江西。

１１﹐１（九，一一）

甲、汪兆铭离太原，经晋北赴平津。

乙、阎锡山代表温寿泉等到沈阳谒张学良，要求保留晋军防地。

丙、杨虎城入西安。

丁、甘肃省政府推马麟为保安总司令，雷中田副司令。

戊、暂编第十五师王翰鸣克豫南罗山，击败匪共。

己、全国工商会议在南京开幕。

庚、蒋中正谈话，斥中央大学学风败坏，贻误青年。

１１﹐２（九，一二）

甲、杨虎城部占陕西蒲城，刘郁芬只身东走。

乙、红军陈韶陷湖南茶陵。

丙、上海闸北福昌军衣厂失火，死伤约百人。

１１﹐３（九，一三）

甲、国府特任张之江为江苏绥靖督办（节制梁冠英部），李鸣钟为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节

制吉鸿昌部），刘镇华为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李在郑州接洽收编西北军事）。

乙、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自武昌开湘赣剿匪。

丙、石友三军攻下辉县，陈耀武逃。

丁、阎锡山离太原回五台。

１１﹐４（九，一四）

甲、阎锡山、冯玉祥电张学良，谓撤兵河北后，损失几半，不欲再用武力，决将军队交各警

备总司令，本人即释权归田。

乙、阎锡山通电释权归田，藉副父命。

丙、何应钦自郑州乘飞机赴西安，与杨虎城商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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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行政院会议议决撤销北平崇文门税关。

戊、外部电北平各公使，交涉撤废领事裁判权事。

己、广州侦察机试航堕水，机师李逢 等死之。

庚、赣东红军第十军周建屏、政务委员主任邵式平占安徽秋浦（

三日后克复）。

辛、湘西红军第二军贺龙攻占津市，围澧县（１１﹐１１解围）。

壬、第三十一师陶广等与红军黄公略、孔荷宠等在平江激战。

１１﹐５（九，一五）

甲、太原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取消。

乙、江西剿匪军开始总攻击（第一次围剿开始）

。第十八师张辉瓒部克江西新淦。

丙、成都军警藉名搜捕共党，多人被杀。

丁、第十六师彭位仁克湖南南华。

１１﹐６（九，一六）

甲、加拉罕莫德惠续商中俄会议进行方式。

乙、中常会议决停止检查新闻。

丙、汪兆铭自太原到天津。

丁、万殿尊在豫北博爱县就任新编第四军军长（收编万选才、石振清之第六路军旧部）。

戊、何应钦在西安枪决陕西杂军首领甄士仁（甄部约二万余人），即乘飞机回郑州。

己、北平总商会反对故宫古物迁移沈阳南京。

１１﹐７（九，一七）

甲、黄绍竑电古应芬，吁斡旋粤桂和平。

乙、第十九师段珩旅克复湖南安仁。

丙、第五十五师阮肇昌部克复安徽秋浦。

丁、福建卢兴邦部改编为二旅，负责肃剿闽西匪共。

戊、石友三离沈阳入关回防。

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掘山东谭国古城。

１１﹐８（九，一八）

甲、张学良自沈阳到天津，吴铁城等随行。国府派贺耀组、张群往迎。

乙、中央飞机又到太原投弹，死伤人民五十余人（逼阎锡山离晋）。

丙、第十三师万耀煌旅攻破湖北黄梅苏维埃及赤卫部队。

丁、全国工商会议闭幕，发表宣言十条。

戊、日轮景山丸在天津撞伤招商局新丰轮。

己、立法院通过主计处组织法。

１１﹐９（九，一九）

甲、郑州行营电覆太原商会，催阎锡山即离晋，否则即派机大举投弹。

乙、冯玉祥离太原北去。

丙、新五师公秉藩部收复江西新喻。

丁、吉林延边日警大捕韩侨，先后二百余人。

１１﹐１０（九，二○）

甲、蒋中正主席自奉化过上海回京。

乙、何应钦、刘峙、孙连仲自豫到京。

丙、刘郁芬到津，通电下野。

丁、第七十七师罗霖克复江西分宜，红军第二十军刘铁超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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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黄郛发表【祈祷和平】文。

１１﹐１１（九，二一）

甲、张学良自津到南京，张学铭、吴铁城、张继等同行。

乙、何成浚自汉口到南京。

丙、加拉罕致函莫德惠，谓中国对伯力协议各要点已完全履行，即开会议讨论具体问题。

丁、前在津被刺之英人辛博森卒（辛为阎锡山所委之津海关监督）。

１１﹐１２（九，二二）

甲、中央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开幕，胡汉民主席。

乙、蒋中正发表告同志书，下级同志应以【为人】自省，中央同志应以【忘我】共勉。

丙、前扩大会议在天津发出宣言，停止军事运动，致力政治运动。

丁、日本外务次官永井自北平到沈阳。

戊、红军朱德、毛泽东部占江西宜黄，进攻抚州。

己、成都学生被杀者三百余人。

１１﹐１３（九，二三）

甲、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预备会（一）推胡汉民、蒋中正、于右任、戴传

贤、丁惟汾为主席团，（二）推陈立夫为秘书长，（三）通知张学良列席。

乙、第四次中委全体会议第一次大会，推定党务、政治、军事、教育、经济五组审查委员。

丙、第三师陈继承、第二师顾祝同部先后自潼关西开（第三师前队已抵西安）。

丁、刘翼飞就张学良所委之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

戊、红军贺龙、邝继勋占湖南石门。

１１﹐１４（九，二四）

甲、四中全会第二次大会议决：（一）刷新中央政治，整饬纪纲，确立短期施政中心，提高

行政效率（付审查）。（二）重行划定省区，酌量缩小。（三）赵丕廉、赵戴文、陈嘉佑、经

亨颐永远开除党籍（扩大会议处分案）。

乙、北平公使团全体赴京，参加祝捷大会。

丙、韩复矩自济南到南京。

丁、江西省党部报告全省被共党惨杀者十四万九千余人，财产损失三万万二千三百七十余万

元，房屋烧去十万五千余栋，难民一百四十万。

戊、日本首相滨口雄幸被刺受伤（币原代理首相）。

１１﹐１５（九，二五）

甲、四中全会第三次大会议决：（一）明年五月五日召集国民会议（原提案为召开国民会议

【制定约法】，胡汉民不以制定约法为然，与李煜瀛、吴敬恒争辩颇烈，结果将【制定约法】

四字取消）。（

二）取消国军编遣委员会，所有陆军整理事宜由最高军事机关办理。（三）在首都指定地址

多处，以备各国建筑使馆之用。（四）完成总理陵墓工程。

乙、整理内外债会议开会，日、英、美、法、义、比、荷代表均出席（总额约二十万万，外

债占十分之七弱）。

丙、第十七路杨虎城部扩编为三师，由孙蔚如、马青苑、冯钦哉分任第十七、第五十八及第

七十三师师长。

丁、石友三自顺德通电复就第十三路总指挥职（蒋原拟解决石军，张学良力为维护）。

戊、第十八师张辉瓒克复江西崇仁。

己、湖北黄陂共军猖獗，徐源泉驰往剿办。

庚、法使韦礼德呈递国书。

１１﹐１６（九，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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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第三（共产）国际致书中国共产党，指责李立三领导错误（

冒险盲动主义），应澈底实行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路线。命建立真正工农红军，坚强之苏维

埃政府，及真正革命的群众（本日收到，时李立三已被召赴莫斯科）。

乙、第二十四师许克祥、新五师公秉藩克复江西峡江。

丙、共军占安徽太湖（１１﹐１８为第五十七师岳盛宣部克复）。

丁、商震、徐永昌、宋哲元、孙良诚等二十六人电蒋中正、张学良谓阎已下野，请祈训示。

戊、十月六日龙井案解决，承认日本要求。

１１﹐１７（九，二七）

甲、四中全会第四次会议议决（一）通过党部组织党务工作案。（二）东北将领特许入党。

（三）发布大会宣言及对党员训令（以党员养党，勿以党养党员）

。

乙、四中全会第五次会议议决（一）刷新中央政治，改善制度，整饬纲纪，确定最短期内施

政中心，以提高行政效率：甲、制度改善：１充实中央政治会议，２充实中政会秘书处组织，

３合农矿工商两部为实业部，４并卫生部于内政部，５建设会应注重设计，６各部会组织应

力求缩人。乙、整饬纲纪：１明年元旦大赦，２奖励有功国家社会人员，３申诫各机关不得

再有泄沓偷惰割裂分歧恶习，４限期成立监察院，５划清各部会权限，６限期实行各机关考

试，７厉行减政，裁并废止骈枝机关，８限期成立主计处，９另订贪赃惩治法，１０禁止官

吏营商投机并限制请假，１１厉行会计统一。

丙、施政中心：１一年以内政治以安定秩序，休养民力为目标，２消极方面，集中于铲共剿

匪（限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完成），禁烟，裁厘（明年元旦实行），３积极方面，集中于军事善

后，财政整理，４地方施政集中于清查户口，兴办保甲，奖励农产，普及教育，整顿学风。

（二）修正国府组织法（国务会议改名为国民政府会议，行政院会议改名为国务会议）。（三）

制止九龙设关。（四）发行公债八百万元，救济陕灾。

丙、中央党部纪念周，张学良演说，誓尽忠诚，拥护中央。强调和平重要，指责军人祸国殃

民。

丁、江西湖南代表向四中全会请愿痛剿匪共，惩办何键。

戊、平绥路客车在平地泉被劫，掳去三四十人。

己、莫德惠以加拉罕函援引谈话不符，未经同意，遽尔发表，提出严重抗议。

１１﹐１８（九，二八）

甲、四中全会第六次会议议决：（一）推选蒋主席兼行政院院长。（二）推选于右任为国府委

员兼监察院院长。（三）注重国民体育。

乙、四中全会第七次会议议决对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训令等案。

丙、四中全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大会宣言，即闭会。

丁、第七十七师罗霖，新五师公秉藩克复江西吉安，红军朱德之第四第十二军退宜黄、南城，

彭德怀之第五军退藤田镇，黄公略第三军退安福，陈毅第二十二军退泰和。

戊、徐永昌就阎锡山所委晋绥警备总司令职。

己、中荷关税条约批准书在南京互换（中国与各国签订之关税条约全部生效，中国关税完全

自主）。

１１﹐１９（九，二九）

甲、第十八师张辉瓒克江西永丰，第二十四师许克祥克吉水，第五十师谭道源克乐安。

乙、红军湘北独立师孔荷宠占岳州东南之黄口。

丙、红军第一军师长徐向前占湖北黄安（旋收复）。

丁、石友三编所部为六师，以孙光前、米文和等任师长。

１１﹐２０（一○，一）



- 748 -

甲、蒋主席谈：（一）即赴武汉主持围剿共党，决予消灭。（二）过剩军队开往西北，无再编

遣必要。

（三）晋事交张学良收拾。

乙、广西将领黄旭初等电伍廷扬、马晓军，反对改编监政。

丙、商震徐永昌代表荣鸿胪等到京。

丁、立法院通过满蒙铁路建设计划。

戊、中捷友好通商条约批准书在南京互换。

己、第二十八军刘建绪克复平江。

１１﹐２１（一○，二）

甲、国府会议议决：（一）任命李志刚、李协、井岳秀等为陕西省政府委员，（二）任命马鸿

宾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代主席。

乙、蒋中正委湘军戴恢原等三人为独立旅旅长，陈光中升新编第三十二师师长。

丙、红军孔荷宠、李实行陷湖南汨罗、湘阴，拟与湘西之贺龙联络。

丁、湖北剿匪军徐源泉部刘培绪旅攻占监利，红军贺龙走洪湖。

１１﹐２２（一○，三）

甲、孙科谈，铁路负债十二万元，关内原有车九千辆，现余三千辆。

乙、川军师长罗泽洲在顺庆为部下扣留（１１﹐１９？）。

丙、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康脑脱路举行，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

徐锡根、陆定一等八人出席。遵照１１﹐１６第三国际指示，清算【李立三路线】。

１１﹐２３（一○，四）

甲、第三十一师陶广，第十六师彭位仁克复湘阴、汨罗。

乙、中央飞机到太原示威，山西飞机二架与之对抗。

１１﹐２４（一○，五）

甲、中央常务会议议决：（一）推蒋中正、胡汉民、戴传贤、于右任、孙科、吴敬恒、王宠

惠、叶楚伧、陈果夫、丁惟汾、林森、李文范、焦易堂起草国民会议方案。（二）推张学良

为政治会议委员，吴铁城、张群、何成浚等为候补委员。

乙、蒋中正、张学良、于右任分别就任行政院院长、国府委员职。

丙、中央飞机复到太原投弹。

丁、京辽直达火车开始。

戊、湘西红军贺龙占临澧。

１１﹐２５（一○，六）

甲、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决议接受本月十六日第三国际之指示，开除李立三之政治委员（由

张国焘代），向忠发亦辞中央委员（瞿秋白草长文，责李立三根本不认识武装暴动为大众行

动）。

乙、外交部照会日法公使，要求收回汉口租界。

丙、行政院国务会议（第一次）议决：（一）各军所扣车辆限十二月五日前一律放还。（二）

任朱家骅为中央大学校长，金曾澄为中山大学校长。

丁、冯玉祥离晋境北去。

１１﹐２６（一○，七）教导第二、第三师分别改为陆军第四第十四师（教导第一师改为国

府警卫师）

。

１１﹐２７（一○，八）

甲、成都军警藉名搜查共党，大杀青年学生。

乙、红军第二军贺龙围攻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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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８（一○，九）

甲、第一次国府会议（一）修正整理内外债委员会章程，特派王宠惠、张学良、王正廷、宋

子文、孔祥熙、孙科、王伯群为委员，王宠惠为委员长。（二）派驻义代办蒋履福为商订中

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权代表。

乙、教育部长蒋梦麟辞职（蒋为中央大学劳动大学事，为吴敬恒、张人杰、李煜瀛所不满，

被迫辞职）

。

丙、国府令行政院停止检查新闻。

丁、莫德惠函加拉罕，同意续开会议。

１１﹐２９（一○，一○）

甲、阎锡山离山西五台河边村赴大同（张学良允保证其安全出国）。

乙、刘郁芬到南京。

丙、立法院通过出版法。

１１﹐３０（一○，一一）

甲、阎锡山自大同秘密经北平到天津。

乙、英国远东经济考察团到上海。

丙、加拉罕函莫德惠，定十二月四日续开中俄会议。

丁、红军第一军徐向前大破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占鄂东新州（

郭部一旅哗变）。

１１﹐（下旬）红军第七军败于广西长安（三江南），北入湖南（攻武冈未下）。

１２﹐１（一○，一二）

甲、南昌解严，常德亦解围。

乙、陈铭枢自京回抵广州。

丙、闽南张贞师改编为第四十九师，开闽西剿共。

１２﹐２（一○，一三）

甲、国府明令整饬纪纲，嗣后政军各机关不得再有泄沓偷惰，割裂纷歧之恶习，其有骫法营

私，侵公冒利者，尤罪在不赦。

乙、国务会议议决：（一）改组浙江省政府，张人杰等辞职，任张难先、周骏彦、石瑛、蒋

伯诚、方策等九人为委员，以张为主席兼民政厅长。（二）任命王景岐为国立劳动大学校长。

丙、蒋中正限湘鄂赣三省剿匪部队于一个半月内将已失城池收复。

丁、张学良与孙科商发展东北及华北铁道计划，拟发公债八千万元（此事日人极为重视）。

戊、日警殴辱安东海关华员。

己、第十六路总指挥徐源泉自汉口到宋埠剿共。

庚、湘西红军贺龙、段德昌再占华容。

１２﹐３（一○，一四）

甲、李宗仁、张发奎、白崇禧等连日在柳州会议，桂局将由黄绍竑收拾。

乙、中政会决定各部长人选，张学良出席（吴敬恒提议以高鲁为教育部部长，胡汉民曾表示

反对）。

丙、立法院通过民法之亲属继承二篇。

１２﹐４（一○，一五）

甲、国府（一）特任刘尚清、王正廷、宋子文、何应钦、杨树庄、高鲁、王伯群、孙科、孔

祥熙为内政、外交、财政、军政、海军、教育、交通、铁道、实业各部部长。（二）任命陈

其采为国府主计处筹备主任。

（三）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易培基为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四）特任刘瑞恒为禁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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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长。（五）

任命张难先等为浙江省政府委员。

乙、国府明令禁止官吏兼任商业职务，与投机市场交易。

丙、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一）推刘芦隐为中央宣传部长，马超俊为训练部长。（二）推蒋

中正指导清剿匪共区域党务。（三）组织革命债务委员会，清理总理革命时所举办之债款捐

款。

丁、张学良离南京北上。

戊、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与阎锡山晤于天津（刘镇华在郑州就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职）。

己、蒋中正招待英国远东经济考察团。

庚、莫斯科中俄会议第二次会议。

１２﹐５（一○，一六）

甲、蒋中正自南京乘舰赴九江，督剿匪共，并发表告误入共党民众书，胁从者一律不究。

乙、湘军王东原、彭位仁师克南江。

丙、广州中山大学罢课，反对新校长金曾澄。

丁、国府特任钮永建为考试院铨叙部部长。

１２﹐６（一○，一七）

甲、行政院下令整顿学风，学生不得干涉教育行政，如受人利用，恣行越轨，政府即以治反

动派者治之。教职员亦当敦品励行以立师表。教育经费，政府尤当负责策划。

乙、国府令行政院长蒋中正兼理教育部长职务。

丙、蒋中正自南京到九江。

丁、张学良自南京到天津，对记者谈话，此行印象甚佳。

戊、晋将领徐永昌、周玳、王靖国、李服膺、杨爱源、杨效欧、孙楚、杨耀芳、李生达、傅

作义，电蒋张，拥护中央，服从党国。

己、上海真茹国际无线电台行揭幕礼。

１２﹐７（一○，一八）

甲、蒋中正自九江到南昌。

乙、第二十六路孙连仲部全自豫北开鲁西，第五路王金钰部开豫北接防，第三军王均部自豫

西调徐州。

丙、红军第三军团第二十军刘敌率兵一营自江西东固冲入富田，释放被捕之中共江西省特委

段良弼、李伯芳（据云均属ＡＢ团），逮捕军长刘铁超、中共中央巡视员易尔士，占有红军

学校，驱逐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声言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后

被扑灭，死者万余人，是为【富田事变】。１２﹐１７、１２﹐１８朱、彭、黄为此次事变

先后发表宣言，致书第二十军曾炳春等劝告，结果刘铁超等八百余人被杀，第二十军消灭）。

丁、日本拓务省会议，决对中国东北铁路建设计划取干涉态度。

１２﹐８（一○，一九）

甲、中俄第二次正式会议，双方同意组织东路、通商、复交三委员会。

乙、张学良派刘翼飞晤阎锡山于天津。

丙、红军围广东南雄。

丁、复旦社统计，全国报纸杂志共二千一百四十四种。

１２﹐９（一○，二○）

甲、蒋中正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并悬赏五万元购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乙、湘军戴斗原旅、川军张英师克湖南津市，解澧县围，陈渠珍旅克石门，贺龙、邝继勋退

湘鄂边境。

丙、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克湖北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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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上海警备司令新任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偕杨永泰等自上海飞南昌，飞机失事，机师及

乘客二人毙命，熊、杨重伤。

戊、国务会议（一）令农矿工商卫生三部结束移交。（二）任李书华为教部政务次长，陈布

雷为常务次长。

己、烟台海关被劫。

庚、辽宁四洮路车被劫。

１２﹐１０（一○，二一）

甲、国府训令总司令部，行政院在清剿匪共之区域，由海陆空军总司令行营指挥处理一切部

队、政务、党务。

乙、蒋中正扣留失守吉安之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邓英，所遗师长一职由路孝忱兼任。

丙、共党拟乘蒋中正来汉口时暴动，被捕百余人。

丁、红军方志敏、邵式平占江西上饶。

戊、岳维峻、李云龙部合编为第三十四师，岳李任正副师长。

１２﹐１１（一○，二二）

甲、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发表告诫全国学生书，如行动越轨，言论妄诞，即为校规所不许，国

法所不容。

校长教职员亦应泯门户之见，有责任的自觉，良心的自责。

乙、蒋中正由南昌到庐山。

丙、商震、徐永昌自太原到天津谒张学良，商晋绥善后。

丁、第五路军王金钰部自豫调赣剿匪，第十一路军刘茂恩部接防豫北。

戊、上海戒备严重，防共党暴动，拘捕九人。

己、日政府力谋阻挠东北发展铁路计划。

１２﹐１２（一○，二三）国府会议（一）通过新税则。（二）公布民法亲属编、继承编，

诉讼法及出版法。（三）任命吕志伊、焦易堂、马寅初、宋美龄、史尚宽、王用宾、傅秉常、

恩克巴图等四十九人为第二届立法委员。

１２﹐１３（一○，二四）

甲、于右任离京赴陕。

乙、江西红军邵式平占赣东河口，公安局长及横峰县长均死之。

丙、胡适之【人权论集】出版。

１２﹐１４（一○，二五）

甲、蒋中正在庐山召集何成浚、何键等开剿匪会议，限三月肃清，马福祥、吴敬恒、陈布雷

等亦到。鲁涤平赴吉安，朱绍良往抚州，分别指挥（第一次围剿加紧）。

乙、豫鄂皖边区红军第一军许继盛、第十五军蔡申熙分自麻城、罗田、商城集结六安西南之

独山、麻埠，进攻第四十六师范熙绩部。

丙、湘军克华容。

１２﹐１５（一○，二六）

甲、财政部长宋子文宣布自民国二十年一月一日起，全国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统税、统捐、

专税、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及正杂各税捐中含有厘金性质者，又海关五十

里外常关税，及其它内地常关税，陆路边境所征国境进出口税除外，其子口税、复进口税等，

均永远废除。

乙、总司令部通令各部队限十二月底改编完竣，明年元旦实行新编制（据调查，全国共有军

队二百八十师）。

丙、徐源泉、夏斗寅、萧之楚等至庐山谒蒋中正，请示剿匪机宜。

１２﹐１６（一○，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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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务会议议决，结账日期定为国历年终。

乙、总司令部开结束会议，自元旦起改为总司令办公处。

丙、国府取消许崇智通缉令。

丁、第七十七师罗霖收复江西安福。

１２﹐１７（一○，二八）

甲、中政会通过十九年度教育文化预算一千四百四十余万元。

乙、铁道部长孙科电各军交还车辆。

丙、宋哲元、庞炳勋、傅作义自山西到天津谒张学良。

丁、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克龙岩，擒红军第十二军军长贺沈祥。

１２﹐１８（一○，二九）

甲、中国共产党中央准备委员会议决再改期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乙、中央常会议决：（一）选任张作相、王树翰为国府委员及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胡汉民曾

加反对）。

（二）方振武开除党籍一年。

丙、夏震武卒，年七十八。

丁、于右任到西安视察陕灾。

戊、陈调元部第四十六师范熙绩在皖西六安苏家埠为红军第一军许继盛所败，损失二千余人，

红军进围六安（１２﹐２１退走）。

己、第十九师李觉部克湖北公安。

庚、闽南保安队克永定。

辛、闽北卢兴邦部撤离延平，由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接防。

１２﹐１９（一○，三○）

甲、国府会议议决：（一）设中央地政机关筹备处。（二）以内政部次长张我华代理部务。

乙、新编第五师公秉藩攻破江西吉安东固（红军之江西苏维埃政府，军事学校，银行均设于

此，并有电灯电报。按红军得知中央军大举进剿，即分别自峡江抚州后撤，向兴国一带集中，

准备将进剿军各个击破，尤侧重于张辉瓒、谭道源两师）。

丙、红军萧克再占江西永新。

丁、红军第十五军蔡申熙攻占皖西六安金家寨，得枪千余枝，民团数千附之。

１２﹐２０（一一，一）

甲、外交部致美、英、法、荷、挪威、巴西六国节略，希望于明年二月内将现在商谈中之法

权问题得有满意解决。

乙、孙科电张学良转令石友三放还去年所扣津浦机车二十一辆，客货车三百余辆。

丙、第七十七师罗霖部克江西泰和。

丁、孙良诚自山西到天津谒张学良。

戊、居正自上海解南京羁押（居正与许崇智等在上海运动第五师长兼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反

蒋，于去年冬被拘，居正在京与蒋方震同押一室）。

１２﹐２１（一一，二）

甲、蒋中正总司令自庐山到汉口。

乙、蒋中正电京总司令部展期三个月撤销。

丙、蒋中正派刘峙兼开封行营主任，并撤销郑州行营。

丁、红军第七军李明瑞、张云逸自广西占湖南绥宁。

１２﹐２２（一一，三）

甲、阎锡山偕赵戴文等离天津赴大连（二十四日到）。

乙、中俄会议全权代表莫德惠离莫斯科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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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国府新任各部部长宣誓就职，蒋中正亦通电就任兼理教育部部长职。

丁、四中全会保障人民自由案，国府令行政、立法、司法三院遵办。

戊、川匪廖震、张大经、高树成，陕匪牛堉春、韩剥皮等，受刘存厚指使，围攻陕南城固。

１２﹐２３（一一，四）

甲、蒋中正任王金钰为湘鄂赣边区清乡剿匪督办，徐源泉为川湘鄂边区清乡剿匪督办。

乙、红军孔荷宠陷湖北通城（即为新编第三十一师陶广及陈光中旅收复）。

丙、宋子文二次通电，元旦决裁厘（全国厘收共九千九百三十六万元）。

丁、黔军王家烈克湖南绥宁。

戊、上海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被绑枪伤（１２﹐２９伤卒）。

１２﹐２４（一一，五）

甲、张学良与山西将领商定晋军缩编为四军（每军二师每师二旅每旅二团），以商震、徐永

昌、傅作义、杨爱源分任军长，西北军缩编为一军另一师，宋哲元、庞炳勋分任军师长。

乙、蒋中正电湘鄂赣皖豫闽六省，慎重县长人选，提高县长地位，负责剿匪，弃城者军法从

事。

丙、蒋中正任雷中田为甘肃第一师师长，并制止马廷贤之恶劣行为。

丁、红军第七军李明瑞、张云逸围攻湖南武冈城步。

戊、中政会通过（一）订定人民投资保障法原则。（二）发行六千万卷烟库券。

己、驻日公使汪荣宝与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长有田八郎、文化事业部长坪上贞二会商日本对

华文化事业协议问题，日方坚持局部修正，汪拒。

１２﹐２５（一一，六）

甲、中央常会（一）推陈布雷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二）派罗家伦为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

任兼代教育长。

乙、蒋中正委李觉、王金钰、刘建绪、郝梦龄、刘夷、萧之楚、徐源泉等为湘鄂赣边区八区

剿匪司令（兵力共十师五旅）。

丙、第五十师谭道源部进至江西吉安东南之源头，第十八师张辉瓒部进向龙冈，第八师毛炳

文，第二十四师许克祥进向广昌宁都间之头陂、洛口、东韶，第七十七师防卫吉安。红军第

四军团林彪，第五军团彭德怀集中于宁都之黄陂、小布一带，毛泽东举行誓师大会，拟先迎

击谭道源师。

１２﹐２６（一一，七）

甲、蒋中正主席自汉口到京，即夜赴沪，视熊式辉、杨永泰伤（

１２﹐２８回京）。

乙、蒋主席电各省市，严令如期裁厘。

丙、蒋总司令委鲁涤平兼南昌行营主任，马鸿宾为新编第七师师长兼甘凉肃边防司令。

１２﹐２７（一一，八）

甲、江西红军集中兵力，准备迎击源头之中央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谭部坚守不出。

乙、立法院通过政治犯大赦条例九条，惟陈炯明、阎锡山，及共产党与有卖国行为者，不在

大赦之限。

丙、阎锡山在大连招待记者声明确实下野，对旧部已完全脱离关系。

丁、湘鄂赣边十四县联防，以刘建绪为主任。

戊、重庆消息，达赖派藏兵助大金寺喇嘛进窥西康。

己、北宁路锦朝支线车在北营子被劫，死伤旅客约四十人。

庚、居正获释，仍留居南京。

１２﹐２８（一一，九）

甲、韩复矩之第三路军缩编为三师，马鸿逵之第十五路军缩编为一师一旅。



- 754 -

乙、江西红军主力转往龙冈，迎击中央军第十八师张辉瓒部。

丙、第五十二师韩德勤部在萧县解决前在固始收编之匪军李克邦（永安）旅。

丁、四川邓锡侯、田颂尧部向甘陕出动。

１２﹐２９（一一，一○）

甲、中央常会通过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代表总数为五百二十人。

乙、中央军第十八师张辉瓒部进至龙冈。

丙、国府公布民国十九年海关进口税税则，计分十六类。

丁、英国远东经济考察团到天津。

戊、广东北江匪共劫车。

己、匪陷福建同安（即收复）。

１２﹐？中共闽粤赣边党务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成立，邓发为主席，左权为红军新第十二军

军长，萧劲光为红军学校校长。

１２﹐３０（一一，一一）

甲、第十八师（两旅）在江西兴国吉安间之龙冈为红军第三军黄公略、第四军林彪、第五军

彭德怀、第十二军罗炳辉所败，全军覆没，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张辉瓒、旅长王捷俊、代参谋

长周纬黄、团长李月峰被俘（均遇害），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朱先志战死。红军俘得无线电

收报机（中共改龙冈为胜利县）。

乙、红军第十六军李实行、孔荷宠围攻湖北阳新，为国军第二十六师郭汝栋所击走。

丙、红军第七军李明瑞攻湖南新宁。

丁、陈调元部第四十六师一团在皖西六安附近为红军第一军许继盛所败，伤亡殆尽。

戊、国务会议议决：（一）任马麒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二）任刘翼飞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三）

任钱永铭为驻法公使。

己、国府会议议决：（一）公布政治犯大赦条例。（二）二十年元旦明令授勋。（三）公布农

会法。（四）任命吴尚膺为中央地政机关筹备处主任。（五）撤消赈务处。

庚、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到天津谒张学良。

辛、新任葡使那佛洛呈递国书。

１２﹐３１（一一，一二）

甲、蒋总司令发表告各师长书，充实军队能力。

乙、交通部与大东大北公司代表签订水线合同协议大纲七条。又中日青佐线、沪琦线大纲九

条亦签字。

丙、北平古物保管会再度宣言，反对英人斯坦因在新疆掘运古物。

丁、赣南匪陷大庾。

戊、第十五师王东原（湘军）败红军孔荷宠，克江西修水（陈旅克铜鼓）。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1931 民國二十年辛未

1931──中華民國二十年辛未

１﹐１（一一，一三）

甲、實施國定自主關稅法，全國實行裁撤厘金（北平崇文門關稅亦實行停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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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國府公佈（一）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二）政治犯大赦條例。

丙、蔣中正主席發表告國民書，請全國重視教育與重興農業（二十年度之最重要工作）。

丁、國府授勳於張學良、何應欽、朱培德、楊樹莊及劉峙、韓復矩、何成濬、陳調元、王

金鈺、朱紹良、陳濟棠、徐源泉、王樹常、於學忠、賀耀組、張作相、顧祝同、王均、陳銘

樞

、張惠長、楊虎城、劉湘、蔣光鼐、劉茂恩、陳季良、魯滌平、龍雲、毛光翔、葉開鑫、李

韞

珩等八十八人。

戊、首都舉行謁陵、閱兵等典禮，慶祝元旦，外國公使亦到京致賀，新疆省政府代表廣祿

、張鳳水獻羊脂玉璽。

己、張學良副司令在天津談話，本日為二十年來新生命之開始，希望全國共同努力於國家

之建設與改造。

庚、張學良通電，遼吉黑冀熱察晉綏八省本日起裁厘（浙陝贛等省亦各通電裁厘）。

辛、蔣中正赴上海。

壬、第五十師譚道源得知張輝瓚失利，自江西吉安東南之源頭退向東韶。

１﹐２（一一，一四）

甲、第二十二路張印相師擊敗紅軍第一及第十五軍於信陽東南。

乙、第五十師譚道源部在江西吉安寧都間之東韶，為紅軍第三軍黃公略、第四軍林彪、第

五軍彭德懷、第十二軍羅炳輝軍所敗，損失步槍一千餘枝，機槍四十餘挺，團長黃敬等陣亡

（

第一次圍剿結束）。

１﹐３（一一，一五）



- 756 -

甲、東省鐵路滿洲裏附近博克圖站共產黨人煽惑路工軍隊圖直﹦遊闖傘

乙、湖北剿匪軍徐源泉部徐德佐旅攻佔沔陽，紅軍賀龍部退向洪湖。

丙、戴傳賢自京赴粵調處中山大學風潮（傳胡漢民不滿蔣中正專斷，致書廣州鄧澤如、蕭

佛成、陳濟棠，有所指摘，因有胡蔣失和之說，戴前往解說）。

１﹐４（一一，一六）韓復矩交還機車七輛，客貨車一百四十六輛（尚留機車一，客貨車

三十）。

１﹐５（一一，一七）

甲、蔣中正主席自上海回南京，即出席國府紀念週，報告國民會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本

年政府最重要之兩大工作。

乙、第四十四師蕭之楚部攻破湖北黃安西北四姑墩，敗紅軍第一軍許繼盛部第四第六兩師

（是處為鄂東紅軍赤衛隊根據地，蘇維埃及鄂豫皖邊區特別委員會委員曹大駿亦均在此）。

丙、新編第三十二師陳光中克江西銅鼓，第十五師王東原、新編第三十一師陶廣克修水（

一作１９３０﹐１２﹐３１）。

丁、汪大燮卒於北平，年七十一歲。

１﹐６（一一，一八）

甲、財政部電各省市商會解釋裁厘後應納新稅。

乙、第六十師蔡廷鍇部克江西南康，敗紅軍羅頤。

丙、陝西甄士仁舊部在鳳翔叛變（七日後肅清）。

丁、蒙古「國民會議」劃分外蒙為十三部。

１﹐７（一一，一九）

甲、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一）十九年度預算，（二）營業稅特稅辦法，（三）進出口稅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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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國府電請國聯行政院經濟財政股及交通咻敼曬砷 L來華協助。

丙、派吳凱聲為出席國際聯合會第十四屆大會代表。

丁、蔣中正兼部長到教育部視事。

戊、紅軍第七軍李明瑞陷湖南道縣（１﹐９陷江華）。

１﹐８（一一，二０）

甲、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中央委員分區視察黨務辦法（中委兼政委者並得參加各地政務）

。

乙、財政部裁撤各省財政特派員，惟粵冀兩省仍准設置。

丙、韓復 R 馬鴻逵、孫連仲、石友三會於濟南。

丁、前閻錫山所委之第六路總指揮石振清（萬選才部）在北平被害。

戊、共產黨（第三十五軍鄧毅剛）第三次佔江西瑞金。

己、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在上海舉行（第三國際代表米夫召開）。

庚、江西紅軍無線電大隊成立（６﹐２開始通信）。

１﹐９（一一，二一）

甲、國府會議（一）特派邵元沖為考試覆核委員會委員長，（二）派臧啟芳為接收天津比

租界專員，（三）新疆省府所呈羊脂玉鐫「

榮典之璽」。

乙、財政部長宋子文應張學良邀到天津商北方裁厘後興辦抵補稅事項，及晉綏軍事善後用

款。

丙、全國酷寒，京滬降至攝氏零下十四度。

丁、駐日公使汪榮寶續與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長坪上貞二，亞細亞局長穀正之會談退還

庚子賠款問題，商定先由雙方酌派專門委員，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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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一一，二二）

甲、英、美、法、荷、挪為中國撤銷領事裁判權事，分別照覆外部，請開會議解決。

乙、外交部發表對世界宣言，申明中國實行禁煙決心，希望各國嚴禁毒物毒貨呷 A。

丙、招商局新銘輪在汕頭附近紅海灣為海盜所劫。

丁、平漢鐵路局長何競武接收北平路局，移設漢口。

戊、駐豫東寧陵之新編第四師秦慶霖部被繳械。

１﹐１１（一一，二三）

甲、蔣中正電各剿匪軍隊，定本年四月三十日為剿匪結束日期。

乙、新任第二十六路總指揮孫連仲自濟南到南京。

１﹐１２（一一，二四）

甲、中常會談話會議訂國民會議組織法。

乙、胡漢民在國府紀念週講演，謂官吏無自由，痛責國府人員任意往來上海，及在租界購

買房產。

１﹐１３（一一，二五）

甲、國務會議（一）任俞飛鵬為交通部政務次長，（二）調陳儀為軍政部政務次長，曹浩

森為常務次長。

乙、胡宗南升任第一師師長，胡祖玉升任第五師師長，陳照{任第十四師師長，羅卓英代

理第十一師師長。

丙、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任弼時、李維漢、

顧順章（以上老幹部派），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沈澤民、王稼祥、夏曦、陳原道（以

上

國際派），何孟雄、羅章龍、徐銀根、王克全、史文彬、陳郁、餘飛（以上實力派或何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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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等出席，決徹底肅清李立三錯誤，改組中央政治局，開除瞿秋白、何孟雄之政治局委員，

李

立三、李維漢、賀昌等之中央委員（

瞿已於１﹐７離政治局），向忠發仍任總書記，陳紹禹（王明）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兼江

蘇

省委書記，沈澤民任宣傳部長兼黨報編輯委員會主席，趙雲（康生）任組織部長，張聞天（洛

甫）任農民部長，周恩來（伍豪）任軍事部長，秦邦憲（博古）任共產主義青年團總書記。

１﹐１４（一一，二六）

甲、外交部長王正廷自南京到天津，對記者談話，期於五月五日前收回法權。

乙、蔣中正總司令召第二十六路總指揮孫連仲等訓話，並令孫部開贛剿共。

丙、第十軍徐源泉部劉培緒、徐德佐兩旅攻破洪湖紅軍賀龍之根據地。

丁、紅軍蔡申熙敗第三十師吉鴻昌（彭國振旅），圍攻豫南商城（紅軍第一軍與第十五軍

約於是時合編為第四軍，鄺繼勳任軍長）。

１﹐１５（一一，二七）

甲、正式接收天津比租界。

乙、王正廷到北平，與各使商使館南遷。

丙、中常會通過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施行法。

丁、行政會議開幕，劉尚清主席。

戊、四川民眾代表請願國府武力解決川事。

己、中國共產黨「中央蘇維埃區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準備成立中央政府（項英、

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曾山等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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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一一，二八）

甲、晉綏軍事善後解決，由蔣中正、張學良總副司令會同委任宋哲元為第三、商震為第四

、徐永昌為第五、楊愛源為第六、傅作義為第七軍軍長，龐炳勛、孫殿英、楊效歐、馮鵬翥、

孫楚、楊澄源、王靖國、楊耀芳、李生達、傅作義（兼）為第一至第十師師長。

乙、國府重申禁煙令，凡煙癮未斷者，不准服務公職。

丙、紅軍賀龍部段德昌三佔湖南華容。

丁、紅軍第七軍李明瑞、張雲逸佔廣東連縣（一作１﹐２３）。

１﹐１７（一一，二九）

甲、國府電知自本年一月起，所有總司令部公文，均由副司令張學良副署。

乙、蔣中正總司令連召津浦線駐軍將領入京訓話。

丙、蔣中正張學良電委商震、張濟新、常秉彝等九人代理山西省政府委員，商為主席兼民

政廳長。

丁、財政部長宋子文自津回京（商震、宋哲元、徐永昌等亦相繼離津回晉）。

戊、財政部派李基鴻等赴臺灣調查鴉片公賣制度。

己、中國國際貿易協會在上海成立。

庚、左翼青年作家胡也頻、柔石（趙平復）、白莽（徐殷夫）、馮鏗、李偉森在上海被捕

（２﹐７ 被槍決，共二十四人）。

辛、中共中央為富田事變譴責毛澤東處置不當。

１﹐１８（一一，三０）

甲、晉軍將領孫楚、楊效歐、王靖國、李生達、李服膺、楊耀芳、張會詔、楊澄源、馮鵬

翥九人不滿天津協定辦法，電蔣中正、張學良、何應欽、朱培德反對四軍制，請將晉軍編為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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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與中央軍隊均等待遇。

乙、張學良自天津乘飛機回遼寧。

丙、于右任自陝西回抵南京。

丁、中國共產黨之反中央派領袖何孟雄及林育南、李求實等十七人在上海被捕（何為中共

江蘇省委領袖，首先反對李立三路線，被指為「取消派」、右派、調和派，１﹐１３ 中共

四

中全會又因反對陳紹禹遭受排斥，與羅章龍、林育南、陳郁、餘飛組織「臨時中央委員會」。

１﹐１７何組織江蘇省委，傳說因中央派（陳紹禹等）告密，遭受逮捕，２﹐７ 槍斃，何

派

要員王克全旋退出）。

１﹐１９（一二，一）

甲、蔣主席在國府紀念週報告，本年內各國在華租借地均須收回。

乙、于右任在中央紀念週報告陝災，關中一帶及渭北各縣已死二百餘萬人，賣出四十餘萬

人。

丙、何成濬、王金鈺、夏鬥寅等到京，商剿匪事。

丁、教導第一師與國府警衛旅合編為國府警衛師，馮軼裴任師長（官兵共三萬餘人）。

戊、中俄會議代表莫德惠回國抵瀋陽。

己、國聯行政院應中國之請，決派經濟財政股長蘇爾特及交通咻敼砷 L哈斯來華協助。

庚、上海警備司令部會同租界捕房搜查左傾書店。

１﹐２０（一二，二）

甲、國府公佈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施行法。

乙、蔣中正限剿匪各軍於二月內肅清湘贛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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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豫南紅軍第一軍許繼盛敗第三十師吉鴻昌部彭國振旅於金家寨、商城。

丁、張學良派赴山西點驗兵工廠及軍隊專員戢翼翹、陳興亞等相繼到太原。

戊、石友三扣車不放，鐵道部再呈蔣、張，嚴飭剋日全數交還。

己、甘青寧政治特派員馬文車等到西安（廿五日赴甘）。

庚、北平法國使館聲明移設南京。

辛、魯迅（周樹人）以上海環境險惡，避居日人別墅（時盛傳魯迅被捕）。

１﹐２１（一二，三）

甲、四川將領鄧錫侯、田頌堯電中央表示悔過。

乙、第五十四師郝夢齡部攻破湘鄂贛邊武崗山紅軍孔荷寵之根據地。

１﹐２２（一二，四）

甲、盛傳國聯一萬萬金鎊及美國十萬萬銀借款將成（１﹐１９胡漢民在立法院講演謂有借

外債必要）。

乙、日本南滿鐵道會社理事木村銳市與張學良開始滿蒙路交涉。

丙、日本贈張學良一等旭日大綬勳章（本日由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呈贈）。

丁、蔣中正總司令委孫連仲為江西清鄉督辦，令該部於下月初開贛（孫部不願往）。

戊、張學良委駐冀南之劉桂堂為東北第一旅旅長。

己、陳濟棠電令廣西前敵各軍停止軍事行動。

庚、湘西紅軍賀龍佔石門。

１﹐２３（一二，五）

甲、國府會議，特派戴傳賢為國民會議選舉總事務所主任。

乙、黃紹竑偕伍廷颺、馬曉軍自廣西到上海。

１﹐２４（一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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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內政會議閉幕。

乙、張桂軍在南寧衝突（？）。

丙、江西剿匪軍監視紅軍根據地寧都。

１﹐２５（一二，七）

甲、黃紹竑等到南京，商廣西善後。

乙、紅軍第十六軍孔荷寵部第六、第七師（高詠生）連佔江西上高高安。

１﹐２６（一二，八）

甲、北方各省市財政會議在瀋陽開幕。

乙、瀋陽舉行第一次擴大紀念週。

１﹐２７（一二，九）

甲、國務會議（一）任命商震為山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長。（

二）任命鄭洪年、穆湘玥為實業部政務、常務次長。

乙、太原晉軍將領會議，主縮為十師，並派代表赴瀋接洽。

丙、王正廷離津回京。

丁、紅軍第七軍李明瑞焚燬廣東連縣。

１﹐２８（一二，一０）

甲、蔣總司令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巡視江西，代行總司令職權，處理湘鄂贛閩四省剿匪事宜

。

乙、去年十二月三十日被紅軍俘獲之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旅長王捷俊等在江西寧都縣被

慘殺。

１﹐２９（一二，一一）

甲、第五十四師郝夢齡克江西高安，紅軍孔荷寵西退（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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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紅軍第四軍鄺繼勳等自商城進攻湖北麻城，與第十三師萬耀煌、盧本棠旅連日激戰（

１﹐２６至２﹐１）。

丙、紅軍李明瑞等佔廣東陽山。

１﹐３０（一二，一二）

甲、國府會議（一）公佈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二）工廠法改本年八月一日施行。

乙、粵軍擊退佔據連縣之紅軍李明瑞。

１﹐３１（一二，一三）

甲、第八路軍總指揮陳濟棠到京與蔣總司令商解決廣西整個辦法。

乙、中國共產黨反中央派（何孟雄派），由羅章龍領導，成立「

中央非常委員會」，反對蘇維埃政策，反對國際代表米夫，反對李立三派及陳紹禹派（不久

羅

章龍向國民黨自首）。

２﹐１（一二，一四）

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孟祿提出新借款案（即改善中國經濟狀況計劃，由德供給中國

材料，德以收入償付英法戰債，而由美收賬）。

乙、中德航空公司在南京成立。

丙、何成濬等自京乘飛機回漢。

丁、教育部統計全國共有大學三十四所，專科十六，中學一千三百三十九，教育費年需三

千六百三十五萬八千五百四十一元。

２﹐２（一二，一五）

甲、于右任就監察院院長職。

乙、何應欽自南京赴南昌代行總司令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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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一二，一六）

甲、國務會議通過：（一）保險、教育經費獨立，（二）改組禁煙委員會，以劉瑞恒、張

學良等為委員，（三）任命沈尹默為國立北平大學校長（代李煜瀛），（四）任命徐炳昶為國

立北平師範大學校長（代易培基）。

乙、莫德惠到南京報告中俄會議情形。

丙、孫寶琦在上海病卒，年六十四。

丁、日本設立鄭州領事館。

２﹐４（一二，一七）

甲、代行總司令職權，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到南昌督剿匪共（第二次圍剿開始）。

乙、晉軍編遣仍照天津原定辦法，惟加添一省防軍。

丙、第十七師孫蔚如部趙壽珊旅開抵漢中，驅逐入陝川軍。

２﹐５（一二，一八）中央常會推定中央委員分區視察人選及區域。

２﹐６（一二，一九）

甲、國府會議議決：（一）改組導淮委員會，以蔣中正黃郛為正副委員長，（二）特派孫

科為國民會議選舉總事務所副主任。

乙、宋哲元、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龐炳勛、孫殿英、楊效歐、孫楚等通電就

軍師長職。

丙、陳友仁歸國到上海。

丁、紅軍第七軍李明瑞經廣東仁化、湖南汝城入江西。

２﹐７（一二，二０）立法院討論鹽制改革案，廢除引岸制，准許自由買賣。

２﹐８（一二，二一）

甲、蔣中正、胡漢民、孫科、王正廷、莫德惠會商對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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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紅軍第十軍方志敏、邵式平自江西橫峰磨盤山東佔玉山（２﹐１１西退）。

丙、日本南滿鐵道社之撫順煤礦起火，華工死者達三千人。

２﹐９（一二，二二）

甲、王正廷在中央紀念週報告，決心取消領事裁判權。

乙、日本海軍少壯派（血盟團）暗殺藏相井上。

丙、蔣主席諭司法行政兩院，在剿除匪共期內，嚴禁土豪劣紳活動，實行反坐。

２﹐１０（一二，二三）

甲、國務會議議決任命黃紹竑為廣西善後督辦，伍廷颺為會辦。

乙、國府令教育部收買國內收藏家無力珍藏之古籍古物（為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所發

）。

丙、蔣總司令令楊虎城再行嚴電劉存厚撤退入陝川軍（劉部仍懸五色旗，號興國軍，受吳

佩孚指揮）。

丁、天津公安局捕獲共產黨重要分子韓麟符（北方特區主席）、曾丕烈（北方特區軍委會

主席）等（韓等工作對象為山西）。

戊、紅軍第四軍鄺繼勳敗第三十師吉鴻昌，佔領河南光山新集鎮（今經扶縣）。

己、湘軍收復永興。

２﹐１１（一二，二四）

甲、教育部明令整頓北平大學（一）女子師範學院與師範大學合併，暫分為第一、第二部

，切實整理，（二）俄文法政學院逐年結束，（三）法學院下學年另定辦法，（四）藝術學院

實行結束，（五）女子學院改稱女子文理學院，（六）各學院之高中合併。

乙、教育部訓令整頓北京、北平、師範三大學（一）減少薪資，增加設備，（二）限制教

員兼課，（三）嚴厲考查學生上課，（四）禁止學生佔據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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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國府發表各省民政廳長為國民會議代表各省選舉總監督。

丁、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監察院劉三、朱慶瀾、周覺、劉成禺、高一涵、葉荃、袁金鎧、姚

雨平、謝旡量等二十三人為監察院監察委員。

戊、蔣中正張學良電商震等，（一）任孫楚為山西護路軍司令，（二）任榮鴻臚為山西警

備司令，張會詔為副司令，（三）任李服膺為師長，（四）任趙承綬為剿匪司令，節制晉綏騎

兵（共三旅）。

己、紅軍李明瑞等佔江西大庾。

２﹐１２（一二，二五）王正廷在上海招待各國記者，宣稱中國決心取銷領事裁判權。

２﹐１３（一二，二六）

甲、國府會議決定設定稅捐原則。

乙、國民拒毒會反對伍連德之鴉片公賣主張（認為國府禁煙政策改變）。

丙、廣西問題解決，第八路軍開始撤回廣東。

丁、蔣中正、張學良委高桂滋為第十一師師長。

戊、九江福安渡輪撞沉，死搭客百七十餘人。

２﹐１４（一二，二七）

甲、魯滌平以江西剿匪無效，再請辭職（未允）。

乙、安徽六安駐軍第四十六師二百七十二團譁變。

２﹐１５（一二，二八）

甲、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等就職。

乙、紅軍第三十八軍左詩瓚擾閩北。

２﹐１６（一二，二九）

甲、陳友仁自上海赴京，商對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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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紅軍賀龍、李步雲佔鄂西長陽。

２﹐１７（一，一）

甲、本日為廢曆元旦，京滬禁止，平津照舊。

乙、第四十三師郭華宗部克湖南宜章。

丙、紅軍羅炳輝攻江西吉安、泰和。

丁、張學良對部屬講話，強調上年派兵入關，擁護中央之必要。

２﹐１８（一，二）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在最短期內達到整個撤銷領事裁判權之目的，並決

定對俄交涉原則。

２﹐１９（一，三）

甲、孫連仲軍之一部自濟寧抵浦口，轉往江西。

乙、湘西剿匪指揮兼獨立第十旅旅長戴恢原被何鍵撤職不服，與第十九師李覺在常德衝突

，率部出走。

丙、英國下議院通過將庚子賠款三百萬鎊退還中國。

２﹐２０（一，四）國民會議總選舉事務所電各省市選舉總監督，限於四月二十日前完成

選舉事宜。

２﹐２１（一，五）

甲、國府任茹欲立為監察院審計部長。

乙、孫連仲在濟寧就江西清鄉督辦職。

丙、陳友仁由京赴滬。

丁、黃紹竑自京抵香港。

２﹐２２（一，六）

甲、戴傳賢自廣州北歸（傳戴將胡漢民、鄧澤如、蕭佛成、陳濟棠函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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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民生改進研究會在上海成立，孔祥熙主之。

２﹐２３（一，七）蔣中正電召駐德公使蔣作賓回國。

２﹐２４（一，八）

甲、蔣中正、吳敬恆、胡漢民、戴傳賢、張群商約法問題，胡力主從緩，並駁斥張群。

乙、國務會議議決：（一）改組四川省政府，仍以劉文輝為主席，（二）任命劉湘為四川

善後督辦，（三）任命周大文為北平市長，（四）任命熊崇志為駐墨西哥公使。

丙、陳濟棠離上海回廣州。

丁、莫德惠離京北上。

戊、甘肅雜軍黃得貴、楊萬青混戰於固原，黃部失敗，地方蹂躪不堪。

２﹐２５（一，九）

甲、國府電令四川鄧錫侯、田頌堯、劉存厚撤回入陝軍隊。

乙、藏番攻佔西康覺母寺。

丙、贛東紅軍第十軍方志敏為國軍第五十五師阮肇昌、第四師徐庭瑤（共兩旅）所敗，自

橫峰磨盤山走貴溪餘江。

２﹐２６（一，一０）國際聯盟交通股長哈斯到南京，商中國建設計劃。

２﹐２７（一，一一）

甲、晉軍楊效歐部師長王弼全部在潞安譁變。

乙、新疆哈密回民憤省政府改土歸流，強奪耕地，當地卡官復強娶回女，起而為亂，大破

官軍，攻佔官卡（省政府派兵進剿，肆行殺戮）。

２﹐２８（一，一二）

甲、胡漢民與蔣中正意見不合，被留於總司令部。

乙、立法院通過普通銀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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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西康軍因藏番攻擊，退 浪古膳科等處。

３﹐１（一，一三）

甲、胡漢民移禁京東之湯山。

乙、英使藍浦生到南京，商談法權問題。

丙、全國商邥議在南京開幕。

丁、第四十八師張振漢旅克湖北藕池。

３﹐２（一，一四）

甲、中央常務會議臨時會議議決：（一）國民會議決制定約法，推吳敬恆、李煜瀛、王寵

惠、于右任、丁惟汾、蔡元培、葉楚傖、邵元沖、劉蘆隱、孔祥熙、邵力子為約法起草委員，

（二）准胡漢民辭國府委員及立法院院長，選任林森為立法院長，邵元沖為國府委員兼立法

院

副院長。

乙、蔣主席在國府紀念週報告，胡漢民去職由於其反對約法。

丙、國民會議選舉總事務所主任戴傳賢，副主任孫科，總幹事陳立夫等就職。

丁、紅軍第四軍鄺繼勳攻佔信陽柳林李家寨車站，斷平漢路交通，新編第十二師袁英潰變

，旅長侯鎮華死之。

３﹐３（一，一五）

甲、國務會議議決任吳凱聲為駐瑞士公使，張履鰲為駐智利公使，魏子京為駐秘魯公使。

乙、孫連仲自濟寧到京。

３﹐４（一，一六）

甲、蔣中正宴立法院委員，謂胡漢民辭職乃為約法問題，並謂在國民會議前本擬召開第四

次全國代表大會，因胡反對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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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胡漢民在南京湯山，病劇暈倒。

丙、莫德惠自瀋陽赴哈爾濱。

丁、上海北新、聯合、江南、群眾四書局被封。

３﹐５（一，一七）

甲、紅軍第四軍鄺繼勳再敗新編第十二師袁英於信陽柳林李家寨，袁部損失泰半。

乙、蔣中正委王家烈為湘黔邊區剿匪司令。

丙、剿匪軍第五十六師劉和鼎部敗紅軍第十師於福建建寧。

丁、中國憲政黨徐勤等宣言，反對國民黨包辦之國民會議。

戊、邵元沖到立法院視事。

己、陳濟棠電請愛護胡漢民以免內憂。

庚、國際聯盟經濟股長蘇爾特應邀到南京。

３﹐６（一，一八）

甲、國府會議議決：（一）設指導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員會，（二）公佈危害民國治罪法施

行條例，（三）特任張景惠為軍事參議院院長。

乙、試航京平之天津號飛機到北平。

丙、南滿鐵路會社理事長木村與東北交通委員會副委員長高紀毅談判滿蒙鐵路問題。

丁、第五十師譚道源部（嶽森旅）敗紅軍第十六軍孔荷寵，收復江西銅鼓。

３﹐７（一，一九）第十二師馬昆旅克江西崇義，擊走紅軍李明瑞部。

３﹐８（一，二０）

甲、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自廣州電京辭職，戴傳賢出京赴寶華山示消極。

乙、胡漢民自湯山移禁南京城內雙龍巷。

丙、北平國家主義派（青年黨）份子搗毀華北日報（該報近日攻擊國家主義派王捷俠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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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丁、西康總商會電請政府制止藏方軍事行動。

３﹐９（一，二一）

甲、蔣中正在國府紀念週報告，黨員無自由，胡漢民並無大病，以長住南京不往他處為是

，並斥外報及反動派之造謠。

乙、紅軍第七軍李明瑞、張雲逸陷湖南酃縣。

丙、紅軍鄺繼勳、許繼盛大敗國軍第三十四師於湖北廣水雙橋鎮，俘師長嶽維峻及所部三

個團（第一次對鄂豫皖邊區圍剿失敗）。

３﹐１０（一，二二）

甲、首都及各地舉行討逆陣亡將士追悼會，蔣中正報告自北伐以來，死亡將士達三十萬（

去年中原戰爭中央軍死亡六千，傷七萬餘）。

乙、藏兵萬餘攻佔西康甘孜（３﹐２４？）。

丙、紅軍第十六軍孔荷寵連日與國軍新編第十師謝彬激戰於湖北通山一帶，各傷亡數百。

丁、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政府成立於橫峰。

３﹐１１（一，二三）

甲、古應芬再電辭職（３﹐１２立法院秘書長李文範亦請辭）。

乙、江西清鄉督辦第二十六路總指揮孫連仲自南京抵南昌。

丙、雲南省府主席龍雲因編遣及用人問題為所部師長盧漢、朱旭、張沖、張鳳春不滿，離

去昆明（３﹐１７爭執解決，龍返昆明）。

丁、大達公司之大吉輪在江蘇如皋新港炸沉，死亡旅客一百七八十人。

３﹐１２（一，二四）

甲、日代使重光葵與王正廷開始談判法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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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紅軍佔領商城、潢川間之和風橋及光山東南之磚橋、虞家畋一帶。

３﹐１３（一，二五）

甲、國府會議議決（一）於行政院下設員警總監，掌理全國警政（未成立），（二）特任

吳鐵城為員警總監，（三）任命鮑文樾為參執伍 L，（四）嚴限各機關編造二十年度預算，（

五）綏靖督辦之綏靖期間展延四月。

乙、第十七師趙壽山旅佔領陝南寧羌，川軍南退。

丙、第十九路總指揮蔣光鼐到贛州剿共。

３﹐１４（一，二六）

甲、蔣主席與大公報記者談話，謂軍事財政均有整理辦法，國家根本在教育，並雲政府將

以全力建設西北。

乙、平漢路鄂北東篁鐵橋被紅軍炸毀，第十一師羅卓英、第四十四師蕭之楚等部調往剿辦

。

丙、汕頭駐軍受共黨煽惑，腫兾闖桑粯寷 Q者官兵七十三人。

丁、樊增祥（樊山）卒於北平，年八十六歲。

３﹐１５（一，二七）第十九路第六十一師克江西萬安炯鶴。

３﹐１６（一，二八）

甲、藏兵攻陷西康瞻化。

乙、第二十七師高樹勳（孫連仲部）克江西樂安。

丙、第一任捷克駐華公使費哲爾呈遞國書。

３﹐１７（一，二九）

甲、國務會議議決（一）任張學銘為天津市市長，（二）任吳南軒為清華大學校長。

乙、上海閘北共黨散傳單呼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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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一，三０）

甲、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一）發行民國二十年鹽稅短期庫券八千萬元（蔣中正發言此後不

得再發任何公債），（二）修改出口稅率，（三）推劉尚清為地方自治組委員。

乙、王正廷與荷使歐登科開始談判法權問題。

３﹐１９（二，一）

甲、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一）推戴傳賢、劉蘆隱等起草國民會議組織法，（二）改派

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等為遼吉黑省黨務指導委員。

乙、上海三新紗廠全部出售（該廠為盛宣懷財產）。

３﹐２０（二，二）

甲、國府會議議決：（一）各院部編總報告提出國民會議，（二）組織西北學術考察團，

（三）行政、考試二院派員赴日本考察，（

四）主計處定四月一日成立，特任陳其采為主計長。

乙、王正廷談法權問題集中英美法三國。

丙、行政院電令四川主席劉文輝制止西康達結、白茹二寺械鬥。

丁、川軍鄧錫侯與李家鈺衝突，李部退出簡陽。

戊、湘軍段珩旅克酃縣，紅軍第七軍李明瑞、張雲逸走沔水 。

己、吉林第五中學共案判決，校長蕭伯扶處徒刑五年，主任謝雨天徒刑九年零十一月。

庚、日本少壯派軍人橋本欣五郎、建川美次等密終變，不果。

３﹐２１（二，三）

甲、立法院通過鹽法案。

乙、張學良召集東北軍政首領會議。

丙、莫德惠離哈爾濱再赴莫斯科（加拉罕來電，定４﹐４開第三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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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使重光葵談，各國對中國政府之期待，二十年來無如今日之殷。

戊、第四十七師祝錫璜旅克江西永豐，紅軍第三軍走東固。

己、海軍飛機在上海失事，駕駛教官學生均斃命。

庚、天津自來水工人因公司拒絕要求改良待遇，實行怠工。

３﹐２２（二，四）

甲、蔣主席發表談話，國民會議只應制定約法，不必且不應提出總統問題，致與反動派以

造謠生事機會。

乙、前第十師調任第二師師長楊勝治在上海病卒。

３﹐２４（二，六）

甲、國務會議通過（一）青海省增設共和、玉樹等七縣，（二）保護漁業法。

乙、蔣中正通令，對於「共匪」一律改稱「赤匪」。

丙、新編第十一師張英部克湖南華容，紅軍段德昌退河東。

丁、第十九路軍蔣光鼐部克江西雩都。

戊、漢口兩飛機互撞，一架焚毀，死機師二人。

３﹐２５（二，七）

甲、王正廷開始與法使魏爾登談判法權問題。

乙、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廢止中日文化協定。

丙、紅軍攻湖北繫馬口，忠 u漢陽。

３﹐２６（二，八）

甲、蔣中正電令各總指揮，在國民會議前，所有各省「赤匪」應一律肅清。

乙、紅軍第十二軍進攻福建龍巖，國軍第四十九師張貞部擊退。

丙、遼吉黑熱四省及哈爾濱特區黨務指導委員在瀋陽就職，吳鐵城監誓（五省區黨部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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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３﹐２７（二，九）

甲、何應欽令江西各軍於４﹐１ 起向匪區攻擊前進。

乙、國府會議議決：（一）通令各省市，裁厘後不得自由抽稅，（二）公佈民國二十年關

稅短期庫券條例，（三）派朱家驊、李書華、葉恭綽等十四人為英庚款董事會董事（內四人

為

英籍），朱為董事長。

丙、日代使重光與王正廷談法權問題，無進展。

丁、新任巴西公使魏洛索呈遞國書。

戊、四川鄧錫侯攻李家鈺佔安嶽。

３﹐２８（二，一０）

甲、莫德惠再到莫斯科。

乙、立法院通過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

丙、公佈銀行法。

丁、報載去年上海一市發現嬰屍三萬四千餘具。

３﹐２９（二，一一）

甲、行政院令贛、閩、湘、鄂、豫、皖、浙七省組織民團，辦理保甲。

乙、瀋陽日軍越界演習與華警衝突，日軍包圍警所，繳去槍械十餘枝。

丙、四川鄧錫侯軍佔遂寧。

丁、岳盛宣任第四十六師師長（範熙績辭），梁鴻恩任第五十七師師長。

戊、贛東紅軍第十軍方志敏經分水關入福建，進攻崇安，為國軍第五十六師劉和鼎所敗（

尋復折回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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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二，一二）

甲、國府派蔡元培、戴傳賢、李煜瀛、翁文灝、竺可楨、李四光、秉志、傅斯年、徐炳昶

等為西陲學術考察團理事。

乙、四川善後督辦劉湘自重慶出兵助李家鈺等抗鄧錫侯。

丙、晉軍楊效歐擊走陵川變兵，收復縣城。

３﹐３１（二，一三）

甲、國務會議議決：（一）縣行政區域整理辦法，（二）各省官業礦營應由實業部核准。

乙、劉湘通電實力制止川戰，前隊佔璧山。

丙、川軍劉湘部戴天民旅攻佔鄂西鶴峰，紅軍賀龍北走。

丁、馮玉祥離汾陽南去。

戊、上海宜昌航空開始。

３﹐？湘鄂西共產黨之中央分局成立，夏曦主之（排去周逸群）。

４﹐１（二，一四）

甲、國民政府主計處成立。

乙、鐵道部長孫科談，粵漢路三年內完成，隴海路明年底可達西安。

丙、四川劉湘部佔合川。

丁、紅軍羅炳輝進攻福建長汀，不下。

４﹐２（二，一五）

甲、中央常會通過（一）國民會議組織法，（二）促進地方自治及注重區鄉鎮組織與人選

辦法。

乙、中英法權談判因租界問題牽掣，無進展，英使藍浦生北返。

４﹐３（二，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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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國府會議議決：（一）免予舉辦特種消費稅，以免成為變相之厘金，（二）責成監察

院派員實地徹查各省裁厘，是否陽奉陰違。

乙、何應欽對江西各軍下總攻令，會師廣昌。

４﹐４（二，一七）

甲、蔣中正主席自京到滬，轉赴奉化原籍。

乙、山西陵川二次兵變。

丙、紅軍賀龍自鄂西鶴峰進佔巴東。

４﹐５（二，一八）

甲、江西圍剿匪軍開始總攻（第二次圍剿）。

乙、亞洲文化協會在南京開會，韓國、印度、越南、暹羅、臺灣代表參加。

４﹐６（二，一九）

甲、主計處長陳其采就職。

乙、山東掖縣海南寺明刻大藏經焚毀大半。

丙、第十三師萬耀煌旅敗進攻湖北麻城之紅軍第四軍鄺繼勳，收復黃土岡（對鄂豫皖邊區

第二次圍剿開始）。

４﹐７（二，二０）

甲、第二十八師公秉藩敗紅軍第四軍林彪，克江西富田。

乙、紅軍第二軍賀龍自鄂西巴東渡江佔秭歸，敗川軍戴天民旅（

４﹐１３復為川軍收復）。

丙、四川劉湘劉文輝合作，鄧錫侯李家鈺之戰停止。

丁、雲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路總指揮龍雲免師長盧漢、朱旭、張沖、張鳳春職，並將張鳳

春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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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國務會議議決，國有各路自五月一日起，酌加嗶M。

己、招商局「江裕」輪在安慶附近為日輪撞沉。

庚、張國燾、陳昌浩自漢口進往鄂豫邊區（張約於１﹐２０自莫斯科回抵上海）。

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特務部長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尋投眨M洩中共機密）。

４﹐８（二，二一）

甲、設立中英庚款董事會（該款全部約一千一百十萬鎊）。

乙、中法西北科學考察團因法方自由行動，引起反感（尋即告停頓）。

丙、遼寧國民外交協會請贖回中東鐵路，對俄通商復交應有充分準備。

丁、紅軍賀龍佔領鄂西興山。

４﹐９（二，二二）

甲、何應欽自南昌到吉安，視察剿匪軍情。

乙、張國燾、陳昌浩進入鄂豫邊區（沈澤民亦經蚌埠進入豫皖邊區）。

４﹐１０（二，二三）

甲、外交部長王正廷談話，如最近期間不能達到撤銷領事裁判權目的，惟有宣告目前交涉

停頓。

乙、上海國貨工廠聯合會電請制止外商來華設廠。

丙、蔣中正自奉化到杭州。

丁、宋哲元、傅作義、孫楚等到瀋陽謁張學良。

戊、江西剿匪軍第六路朱紹良部第八師毛秉文攻佔廣昌。

４﹐１１（二，二四）

甲、莫斯科中俄會議開會（第三次會議）。

乙、班禪到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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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第七十七師羅霖部克江西遂川（４﹐１４？）。

丁、豫鄂皖剿匪軍中路第三十師吉鴻昌敗紅軍於商城，紅軍退七裏坪。

戊、鄂南剿匪第十八軍陳詹康謔粠熈_卓英擊敗進犯鹹寧之紅軍。

４﹐１２（二，二五）

甲、紅軍佔領江西瑞金（第四次）。

乙、張國燾抵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所在地黃安七裏坪，任中共中央分局書記及軍事委員

會主席（旋赴光山新集）（５﹐？）。

丙、川軍郭勳祺旅克鄂西巴東。

丁、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軍陸續開往龍州，並設立兵工廠及軍官學校。

４﹐１３（二，二六）

甲、蔣中正自杭州到莫干山訪黃郛，商剿共事，黃主軍事政治兼施。

乙、唐慶珊代王金鈺任第四十七師師長。

丙、上海勞動大學學生強迫校長王景岐簽字取銷學生繳費案。

丁、紅軍賀龍自鄂西興山、秭歸東佔遠安。

４﹐１４（二，二七）

甲、蔣中正再電各剿匪軍，務於最短期間肅清赤匪。

乙、大華公司之大昌輪在舟山被平安公司之大華輪撞沉，乘客船員死者三十餘人。

丙、中日換文，中國賠償１９２７﹐３﹐２４寧案日方官民損失七十五萬元，１９２７﹐

４﹐３漢案日方損失三十萬元。

４﹐１５（二，二八）

甲、馬仲英為青海馬步芳軍所敗，自甘州西退安西。

乙、湘鄂軍總攻湘西桃花山紅軍段德昌之江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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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韓復矩、王均等會於魯南棗莊，商進剿抱犢崮匪孫美瑤計畫（韓部已包圍月餘）。

丁、北平南京上海航空開始。

４﹐１６（二，二九）

甲、紅軍賀龍部攻湖北當陽，並陷荊門（賀在遠安）。

乙、擾亂江浙之太湖巨匪太保阿書（徐天雄）在松江槍決。

４﹐１７（二，三０）

甲、國府會議通過戴傳賢提議，撥款十萬元，修復孔廟。

乙、南昌行營通告已突破紅軍一二陣線，收復土地縱橫三百餘裏。

丙、上海英法租界捕房大搜共產黨，捕獲多人。

丁、蔣中正自杭州到上海。

４﹐１８（三，一）

甲、張學良自瀋陽到北平。

乙、韓復矩、馬鴻逵、陳耀漢部總攻魯南抱犢崮匪孫美瑤。

丙、紅軍賀龍自湖北荊門北走南漳。

丁、英使藍浦生到南京，續談法權問題。

４﹐１９（三，二）

甲、蔣中正自上海回南京。

乙、歐亞航空公司試航上海滿洲裏線。

４﹐２０（三，三）

甲、全國航空會議在京開幕。

乙、承認西班牙共和新政府（本月十四日西班牙革命）。

丙、湘軍李覺師、川軍張英師攻克湘西桃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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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三，四）

甲、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在北平開始辦公。

乙、中政會外交組決定法權須完全收回，不留任何部分。

丙、中俄第四次會議，續談贖中東路問題。

丁、華陽輪在溫州洋面觸礁，搭客獲救。

戊、廣九路列車墜入深壑，死三十餘人。

己、江西剿匪軍第二十六路孫連仲部第二十七師高樹勳攻佔招 。

４﹐２２（三，五）

甲、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厲行減政。

乙、武漢行營懸賞十萬元購拏賀龍。

４﹐２３（三，六）

甲、中荷撤廢領事裁判權協定在南京由王正廷與荷使歐登科簽字，中挪協定亦由王與挪使

奧倍爾簽字。

乙、廣州局勢緊張，中央銀行發生擠兌風潮。

丙、第四十八師徐源泉部添編第四十一師一師，以張振漢任師長。

丁、達賴喇嘛增兵西康。

４﹐２４（三，七）

甲、國府會議議決：（一）公佈國民會議組織法，（二）特派葉楚傖辦理國民會議秘書處

籌備事宜，派程天放為主任秘書，吳思豫為警衛長。

乙、劉峙電京報告石友三受改組派煽動，智旨緊敗

４﹐２５（三，八）

甲、張學良在平談話否認石友三有異動（石亦通電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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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陳濟棠張發奎商合作。

丙、魯南剿匪軍攻下抱犢崮。

４﹐２６（三，九）

甲、王寵惠、孫科不滿於胡漢民事件，留滬不返。

乙、宋哲元部手槍團在汾陽譁變。

丙、江西剿匪軍第六路朱紹良部第五師胡祖玉自廣昌攻佔頭陂，第八師攻佔白水鎮。

４﹐２７（三，一０）

甲、國府會議議決：（一）賑卹去年河南戰地飛機投彈傷斃民眾一千八百九十一人；（二

）任趙錫恩署實業部常務次長。

乙、王樹翰就國府委員，鮑文樾就參執伍 L職（均東北系人物）。

丙、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主席劉文輝等就職。

丁、監察院公佈彈劾安徽主席陳調元案。

４﹐２８（三，一一）

甲、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得知陳濟棠、古應芬等反抗中央之鄭孛茈 x廣州走香港，並

電京請辭。

乙、吳敬恆、張靜江、孔祥熙在滬勸孫科等返京出席國民會議，孫等以恢復胡漢民自由為

條件。

丙、財政部長宋子文電請國際聯盟秘書長，決設立全國經濟委員會，請襄助經濟建設。

４﹐２９（三，一二）

甲、廣東陳濟棠部李揚敬師開至贛南，餘漢謳熞嘧暈嘀輺|調，桂軍白崇禧及張發奎部到

桂林。

乙、張學良自北平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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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莫斯科中俄第五次會議。

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惲代英在蘇州被處死刑。

４﹐３０（三，一三）

甲、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為胡漢民事件自廣州通電彈劾蔣中正

，列舉六罪。

乙、張學良偕李石曾、吳鐵城、張繼自天津乘飛機到京。

丙、鄂豫皖剿匪軍第三十師吉鴻昌，第三十一師張印相，第三十三師葛雲龍攻佔黃安七裏

坪（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所在地，紅軍主力先期退往皖西）。

丁、國府任郭外峰代李仲公為招商局管理專員。

５﹐？張國燾到安徽六安金家寨，晤紅軍第四軍長鄺繼勳（師長為徐向前、許繼盛、蔡申

熙，共約萬人）。

５﹐１（三，一四）

甲、中央全體執監委員臨時會議通過約法草案（孫科王寵惠等仍留上海不出席）。

乙、蔣中正呈請中央監察委員會審查鄧澤如等所彈劾各款。

丙、古應芬電覆吳鐵城如釋胡漢民，南方即可安定。

丁、汪兆銘自香港通電，謂中國需要民主政治，黨務由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解決。

５﹐２（三，一五）

甲、中央全體執監委員臨時會議通過：（一）對國民會議提案二件（甲）確定教育設施趨

向，（乙）實業建設程式，（二）對國民會議報告二件（甲）政府總報告，（乙）兩特種報告

（廢除不平等條約、消滅赤匪），（三）公佈約法草案。

乙、吳鐵城覆古應芬，中央及蔣中正均決請胡漢民出席國民會議，一切負全責，望釋誤會

，安定人心，共維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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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川軍李家鈺攻潼南，劉文輝派兵堵擊。

丁、鄂豫皖剿匪軍第三十師吉鴻昌攻佔黃安宣化店。

５﹐３（三，一六）

甲、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張人傑、張繼、李煜瀛、吳敬恆電覆鄧澤如、林森、蕭佛成、

古應芬，謂胡漢民之留京為免 傳，國民會議將開，均望其領導，卅電可歸諸誤會。

乙、駐粵之第八路軍總指揮陳濟棠、第四艦隊司令陳策等通電，響應四月三十日鄧澤如等

電。

丙、韓復矩、劉峙等相繼到京，出席國民會議。

丁、參摯傞 L朱培德自西安回抵南京。

戊、藏軍三路攻西康，一路佔領瞻化，一路進攻道孚、鑪霍，一路進攻巴塘、裏塘。

己、反中共中央之王克全（即凱豐，何孟雄派）致書中央政治局表示悔過（中共不允其恢

復黨籍）。

５﹐４（三，一七）

甲、國府會議議決公佈管轄在華外人實施條例，並定自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乙、外交部發表法權談判宣告停頓宣言。

丙、蔣中正訪胡漢民，勸出席國民會議，胡以病謝。

丁、何應欽自南昌回南京。

戊、班禪自瀋陽到南京。

５﹐５（三，一八）

甲、國民會議開幕，國府主席蔣中正致詞。

乙、孫科電蔣中正指摘胡漢民事件處置失當，但仍願調停（吳鐵城曾到滬挽孫）。

丙、陳濟棠軍自梧州撤回，桂軍白崇禧接防，陳策就廣東保安處長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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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廣州魚珠兵工廠火藥庫爆炸。

５﹐６（三，一九）

甲、國民會議代表謁中山陵宣誓。

乙、國民會議預備會選張繼、戴傳賢、吳鐵城、周作民、林植夫、陳立夫、劉純一（女）

，中央黨部推于右任，國府推張學良為主席團。

丙、胡漢民電廣州勸勿走極端，李石曾、吳稚暉、張靜江、孔祥熙到上海挽留王寵惠、孫

科。

丁、雲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路總指揮龍雲通電駁斥鄧澤如、古應芬、陳濟棠等三十日及三

日電。

戊、航空署長張惠長自南京到廣州。

５﹐７（三，二０）

甲、國民會議第二次預備會議，推定（一）代表資格審查委員，（二）大會秘書長葉楚傖

。

乙、四川善後督辦劉湘、省政府主席劉文輝通電斥廣州事變。

丙、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到京。

丁、川軍李家鈺為劉文輝所敗，退出蓬溪。

５﹐８（三，二一）

甲、孫科電古應芬、陳濟棠，勸勿趨極端，願任調停。

乙、國民會議代表七十六人發表宣言，請胡漢民出席會議，並主中樞。

丙、國民會議第一次會議，于右任主席，議決（一）約法及實業建設程式交付審查，（二

）慰勞將士嘉勉僑胞。

５﹐９（三，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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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國民會議第二次會議，主席張學良，通過自動廢除不平等條約。

乙、鄂豫皖紅軍第四軍鄺繼勳敗第五十三師李韞珩於六安，佔領獨山、麻埠。

丙、袁克文（寒雲）卒於天津，年四十二（１８９１﹐８﹐２０生於朝鮮漢城）。

５﹐１０（三，二三）

甲、閻錫山匯款二百萬元往廣州。

乙、貴州省政府主席毛光翔通電擁護中央。

丙、新亞細亞學會在南京成立，戴傳賢主之。

５﹐１１（三，二四）

甲、何應欽、何成濬、何鍵、魯滌平通電忠告陳濟棠，勿授赤匪以重延殘喘之機，勿為和

平統一之罪人。

乙、蔣中正在中央紀念週報告，粵事不難平定，並痛斥陳濟棠。

丙、國民會議第三次大會張繼主席，通過催促政府施行新鹽法案原則。

丁、開灤礦工四萬餘人怠工（十四日起暫停）。

５﹐１２（三，二五）

甲、國民會議第四次會議主席戴傳賢，通過訓政約法。

乙、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到上海（十六日往日本）。

丙、廣東保安隊第三團長翁輝騰（照垣）反對陳濟棠，佔領長州砲臺。

丁、鄂豫皖邊區之共產黨中央分局在河南光山新集成立，張國燾主之。

５﹐１３（三，二六）

甲、國民會議第五次會議，主席吳鐵城，議決：（一）接受總理遺教，（二）通過廢除不

平等條約宣言。

乙、王寵惠請辭司法院長。



- 788 -

丙、陳調元及所屬軍師長範熙績、岳盛宣等通電擁護和平統一。

丁、江西剿匪軍第五路王金鈺部分路進攻，第五十四師郝夢齡攻佔沙溪。

５﹐１４（三，二七）

甲、國民會議第六次會議，于右任主席，議決：（一）擁護和平統一，（二）嚴重警告陳

濟棠促其悔悟。

乙、何成濬、李鳴鐘、徐源泉、吉鴻昌、范石生、夏鬥寅、蕭之楚等二十五將領電斥古應

芬、陳濟棠等。

丙、中俄第六次會議，爭議贖路問題。

丁、紅軍第六軍孔荷寵陷江西羅坊。

戊、陝西定邊兵變（據城七日）。

５﹐１５（三，二八）

甲、國民會議第七次會議，張學良主席，議決：（一）指定專款興辦蒙古教育及各項文化

事業；（二）向各國政府交涉取消待遇華僑苛刻條例；（三）設立國民經濟委員會；（四）全

力救濟甘、青、寧三省；（五）六月一日公佈約法；（六）通過警告陳濟棠電，電廣東武裝同

志及同胞擁護和平統一。

乙、山西將領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孫楚等八人電勸陳濟棠拋去私嫌，顧全大

局，勿甘冒不韙。

丙、廣東黃埔保安隊被陳濟棠解決。

丁、江西剿匪軍第五路王金鈺之第四十三師郭華宗攻佔潭頭。

戊、鄂豫皖剿匪軍第五十七師岳盛宣奪回六安麻埠。

５﹐１６（三，二九）

甲、國民會議第八次會議，戴傳賢主席，通過大會宣言，並決定在會場前建造總理銅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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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會議紀念碑。

乙、北方將領於學忠、王樹常、石友三、宋哲元、孫殿英等八人通電擁護和平統一，響應

十一日何應欽等電。

丙、晉豫陝邊區綏靖督辦劉鎮華電勸陳濟棠顧全大局。

丁、江西剿匪軍第五路第二十八師公秉藩、第四十七師唐慶珊在江西東固富田九層嶺為紅

軍第三軍黃公略、第四軍林彪、第五軍彭德懷所敗，損失三千餘人，陣亡營長八人（５﹐２

１

退吉安）。

戊、江西剿匪軍第二十六路第二十五師孫連仲攻東韶，第十九路第六十師蔡廷鍇等佔領城

崗圩。

５﹐１７（四，一）

甲、國民會議舉行閉幕典禮，周作民主席，于右任讀宣言，戴傳賢、蔣中正致閉幕詞。

乙、東北將領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張景惠、湯玉麟等通電響應十一日何應欽等電，

擁護和平統一。

丙、白崇禧、張發奎自梧州到廣州。

丁、江西剿匪軍第二十六路第二十五師孫連仲攻佔寧都洛口。

戊、曾萬鍾繼金漢鼎為第十二師師長。５﹐１８（四，二）甲、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

再到上海，勸王寵惠孫科回京。

乙、海軍將領楊樹莊、陳紹寬、陳季良、陳訓泳響應十一日何應欽等電。

丙、陳銘樞電責陳濟棠圍攻廣東保安隊。

丁、張景惠就軍事參議院院長職。

戊、英使藍浦生與王正廷續談法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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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江西剿匪軍第二十六路第二十七師高樹勳進援沙溪，為紅軍所阻，被圍於中村。

５﹐１９（四，三）

甲、豫陝將領劉峙、劉鎮華、顧祝同、楊虎城、張鈁、蔣鼎文、李韞珩等三十將領電請中

央討伐陳濟棠。

乙、山東將領韓復矩、劉珍年、孫桐萱等響應十一日何應欽等電。

丙、吳鐵城到上海晤孫科，商調解粵事。

丁、立法院通過中波友好通商航海條約。

戊、國聯行政院接受中國之請求，決議再派遣技術專家來華（並決以在華之衛生專家波爾

西常川駐華）。

己、江西剿匪軍第五路第四十三師郭華宗敗於潭頭、水南、白沙，第五十四師郝夢齡敗於

沙溪，分別北撤，損失甚钜。

５﹐２０（四，四）

甲、張學良乘飛機自京到津。

乙、白崇禧、張發奎自廣西到廣州，商兩廣合作。

丙、舊西北將領張之江及第二十六路總指揮孫連仲、第二十五路總指揮梁冠英等響應十一

日何應欽等電。

丁、上官雲相繼任第二師師長。

戊、江西剿匪軍第二十六路第二十七師高樹勳自中村突圍，北撤招 （尋退宜黃）。

己、中法學術考察團自張家口西行。

庚、日人在山東濰縣所購秦漢磚瓦被扣於青島。

５﹐２１（四，五）

甲、江西剿匪軍第六路第五師胡祖玉，第八師毛秉文以第五路第二十六路失利，自頭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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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退守廣昌。

乙、何應欽自南京赴南昌。

丙、孫科、陳友仁、許崇智得杜月笙之助，自上海秘密赴廣東。

丁、中俄第七次會議延期（加拉罕稱病）。

５﹐２２（四，六）

甲、張學良自天津到北平（因病入醫院）。

乙、新疆主席金樹仁電覆北平古物保存會，英人斯坦因已回喀什，勒令出境。

丙、新疆哈密小堡回和加尼牙孜等毆斃強娶回女之駐軍隊長張某，實行叛變（反對改土歸

流，分治設縣，亦為重要原因。金樹仁派兵圍攻，回人堯樂博士聯合和加尼牙孜反抗）。

５﹐２３（四，七）

甲、張繼自上海赴粵，斡旋時局。

乙、劉文輝自成都到重慶，與劉湘商川省善後。

丙、吳佩孚電川軍將領辭行，即離宣漢西去。

丁、豫匪崔二旦、魏國柱等圍攻河南南陽，焚燒關廂。

戊、第二十六路孫連仲部之第二十五師自東韶退北陂（尋退樂安）。

己、紅軍林彪等進攻江西廣昌。

５﹐２４（四，八）

甲、孫科、陳友仁、許崇智自上海到香港，晤汪兆銘，即同赴廣州。

乙、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等主胡漢民復職。

丙、中俄第七次會議，續談中東路事。

５﹐２５（四，九）

甲、唐紹儀、汪兆銘、古應芬、林森、許崇智、李宗仁、陳濟棠、李文範等電請蔣中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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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小時內下野（孫科亦附和）。

乙、蔣中正在國府紀念週痛斥汪精衛，並說明反對聯俄經過。

５﹐２６（四，一０）

甲、國務會議議決改組湖北省政府，任何成濬、劉文島、吳國楨等九人為委員，仍以何為

主席。

乙、張繼到廣州，調停粵事。

５﹐２７（四，一一）

甲、廣州中央執監委員非常大會成立，通過國民政府組織大綱，推唐紹儀、汪兆銘、古應

芬、孫科、鄒魯、陳濟棠、李宗仁、鄧澤如、許崇智、林森、蕭佛成、王寵惠、陳友仁、李

烈

鈞、熊克武、唐生智、蔣尊簋為政府委員。

乙、江西紅軍林彪、彭德懷等攻廣昌，朱紹良之第六路軍退南豐，第五師師長胡祖玉重傷

（６﹐３ 卒於南昌）。

丙、第十九路軍蔡廷鍇攻克江西興國、富田。

丁、因空軍轟炸，圍攻六安麻埠之紅軍退走。

５﹐２８（四，一二）

甲、廣州國民政府成立。

乙、李宗仁到廣州。

丙、蔣中正電覆孫科，勸仍本調解斡旋初心，繼續努力，本人去留，決之於黨。

丁、蔣中正續調第十一、第十四等師開江西剿匪。

戊、鄂豫皖紅軍鄺繼勳敗第四十四師蕭之楚部於黃安桃花店，蕭部損失數百（第二次對鄂

豫皖之圍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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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９（四，一三）

甲、紅軍第四軍林彪進攻南豐。

乙、清華大學教授反對校長吳南軒，學生驅吳及教務長、秘書長出校。

丙、吳敬恆為廣東問題發表「答客問」。

５﹐３０（四，一四）

甲、中央常會議決（一）電鄧澤如、古應芬、孫科、李文範、劉紀文、陳濟棠等勸告，（

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

乙、公佈新鹽法，准許人民自由買賣。

丙、立法院通過八千萬統稅庫券條例。

丁、江西剿匪軍第二次圍剿結束。

戊、江西紅軍第三軍團彭德懷、第十二軍羅炳輝等自廣昌東入福建，佔領建寧，第五十六

師劉和鼎敗退延平。

己、豫匪崔二旦等陷河南唐河縣。

５﹐３１（四，一五）

甲、廣州國民政府委員唐紹儀、汪兆銘、古應芬等就職，發表通電，反對武力統一、中央

集權，當以建設求統一，以均權求共治。

乙、張學良病重，深夜入協和醫院。

丙、徐源泉部第四十一、第四十八兩師自湖北開抵長沙，何鍵部第四路軍亦開湘南增防（

徐軍所遺防地由川軍接駐）。

丁、甘肅馬鴻賓軍擊敗馬仲英之新編第三十六師（不足千人），佔領甘州（馬仲英西走肅

州，六月初，哈密堯樂博士東來，約其相助）。

戊、歐亞航空開航（中德合辦，自上海經北平至滿洲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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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四，一六）

甲、國民政府公佈訓政時期約法，並發表頒佈約法宣言，舉行告成典禮。

乙、陳友仁、鄧召蔭分就廣州國府外交及財政部長職。

丙、第五十一師李柱中旅克湖北均縣，紅軍賀龍走鄖陽。

丁、吉林萬寶山居民郝永德私引韓人挖毀民田，強掘水道種稻。

６﹐２（四，一七）

甲、廣州國府第二次常務委員會議議決（一）通過政務委員會組織條例，（二）任陳濟棠

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陳策為海軍總指揮，張惠長為空軍總指

揮

，餘漢幀⑾愫財痢⒗顡 P敬為第一、二、三軍長，（三）任林雲陔、林翼中、金曾澄、許崇

清

等為廣東省政委員，林雲陔為主席。

乙、何應欽、劉峙、陳調元、魯滌平、何鍵、楊虎城、楊樹莊、韓復矩、何成濬，電責孫

科不忠、不孝、不敬、不仁、不智。

丙、張群代表蔣中正北上視張學良病。

丁、遼寧財政廳長張振鷺奉省主席臧式毅命到北平晤張學良（時新任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總

裁內田康哉告臧式毅，中日重要鐵路交涉懸案必須有相當解決，否則日本少壯派軍人將有暴

動

發生，盼與張學良面談。張接見張振鷺時，謂身體不適，明日再談）。

戊、報載南滿鐵道沿線日僑組織「全滿日本人自主同盟」，主南滿鐵路經營獨立化。

己、國務會議令內政、教育二部籌備國史館。

庚、美國議員畢德門等到上海調查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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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江西紅軍攻佔福建長汀（６﹐１９為國軍盧新榮支隊擊走）。

６﹐３（四，一八）張學良病重入協和醫院，不見客、不談話。張振鷺再至，未獲晤。

６﹐４（四，一九）

甲、中俄第八次會議，無結果。

乙、上海公債暴落（以政府官吏拋售）。

丙、隴海路車在澠池出軌，死傷四十餘人。

６﹐５（四，二０）

甲、張振鷺訪東北交通委員會副委員長高紀毅，勸回瀋陽處理對日鐵路交涉，高稱病（次

日張離北平東歸）。

乙、國府會議議決：（一）特任何應欽兼空軍司令，（二）特派戴傳賢兼高等考試主考官

，邵元沖兼襄試處主任。

丙、邵力子自京到濟南，與韓復矩商石友三問題（石與廣州有聯絡）。

丁、甘軍第一路警備司令陳珪章擊敗隴東之楊萬青。

戊、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議決「動員群眾擴大反帝邉印埂

６﹐６（四，二一）

甲、蔣中正總司令發佈為剿匪告全國將士書：一、戒除內戰，保障統一，二、剿滅赤匪，

安定社會。並謂一息尚存，決不輕棄職責，捨身報國，至死靡他。

乙、江西紅軍攻佔黎川。

丙、國府任金樹仁為新疆邊防督辦。

丁、王寵惠自上海赴歐洲。

戊、公佈全國經濟委員會組織條例。

６﹐７（四，二二）



- 796 -

甲、吉林長春萬寶山韓人強佔稻田，掘河引水，損壞民田，不服制止，被捕十人。

乙、江西紅軍主力圍攻南豐，另支攻南城，第六路軍朱紹良部拒之（二十餘日後解圍）。

丙、第五路軍總指揮兼第九軍長王金鈺以在江西作戰失利，電請辭職。

６﹐８（四，二三）

甲、中央常會臨時會議議決本月十三日召開第五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

乙、國府紀念週于右任演說，消除恩怨，努力剿匪。

丙、張學良及韓復矩等分別響應蔣中正六日電。

丁、上海市商會電請中央以政治方式解決粵事，擁護蔣中正赴贛督師剿匪。

戊、英人韜朋在江蘇崑山被駐軍團長黃珍吾槍殺。

己、豫鄂皖剿匪軍第四十四師蕭之楚敗紅軍鄺繼勳，攻佔黃安河口鎮。

６﹐９（四，二四）

甲、日本對外同志會宣言，對滿蒙鐵道問題主強硬。

乙、林森電蔣中正，請胡漢民遷廬山療養（蔣覆電謂任胡於江南各處自擇）。

丙、汪兆銘、孫科、古應芬、鄒魯、陳濟棠等電請陳銘樞回粵合作。

丁、陳銘樞自日本回抵贛州，通電誓討赤匪，並電廣州勸告。

戊、馮軼裴任國民政府警衛軍軍長（馮兼第一師，俞濟時第二師）。

己、行政院議決任馬鴻逵為寧夏省政府主席。

６﹐１０（四，二五）

甲、張繼離粵北上。

乙、藏兵佔西康理化。

丙、紅軍第七軍李明瑞、張雲逸佔湖南茶陵，東入江西（十一月李被殺，張代之，十二月

龔楚為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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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四，二六）

甲、陳銘樞電覆廣州，聲明離粵經過，決努力剿滅共匪。

乙、何鍵到衡州視察湘南防務。

丙、蒙藏委員會特派員唐柯三到康定，處理康藏糾紛（即藏兵侵佔甘孜事件。６﹐１４唐

發表處理辦法）。

６﹐１２（四，二七）

甲、中央黨部通令各省市黨部集中一切力量剿匪。

乙、陳銘樞在贛州就剿赤軍右翼軍團總指揮。

丙、第四十四師蕭之楚破紅軍鄺繼勳（第四軍）於湖北黃安河口鎮。

丁、駐美公使伍朝樞同情廣州，電南京辭職。

戊、廣州財政部接收粵海關。

６﹐１３（四，二八）

甲、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五中全會）開會，于右任主席（一

）推于右任、葉楚傖、丁惟汾為主席團，（

二）報告處理廣東事變經過案，（三）全國一致協力剿滅赤匪案，（

四）修改政府組織法案（上三案均付審查）。

乙、駐豫第六、第二十三等師調贛剿匪。

６﹐１４（四，二九）

甲、五中全會第二次大會，丁惟汾主席，（一）廣東事變由中監會處理，（二）修正國府

組織法，增加國委，（三）十月十日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四）推蔣中正、胡漢民、於

右任、葉楚傖、林森、王寵惠、何應欽、戴傳賢等三十餘人為政治會議委員，（五）推丁惟

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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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央黨部秘書長，陳立夫為組織部長，劉蘆隱為宣傳部長，馬超俊為訓練部長，（六）恢

復

李濟琛黨籍。

乙、東北軍約三旅入關，開赴平漢線駐防（時石友三不穩，謠傳張學良病卒）。

丙、張繼到南京報告粵事。

丁、第五十一師李柱中旅攻克鄂北武當山，紅軍第二軍團賀龍北走。

戊、湘軍李國鈞旅克茶陵。

６﹐１５（四，三０）

甲、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于右任主席，（一）通過為協力撲滅赤匪告全國同胞書，（二

）選任蔣中正、蔡元培、張人傑、胡漢民、丁惟汾、于右任、張繼、戴傳賢、林森、張學良、

朱培德、楊樹莊、何應欽、宋子文、陳果夫、葉楚傖、邵力子、陳銘樞、王寵惠、邵元沖、

劉

蘆隱、韓復矩、劉峙、何成濬、劉湘、張作相、王樹翰、吳鐵城、張景惠、劉尚清、孔祥熙、

王伯群、王正廷、馬福祥、劉瑞恆、龍雲、徐永昌、陳調元、何鍵、李濟琛為國府委員，蔣

兼

主席（劉蘆隱代考試院副院長，餘仍舊），大會即閉幕。

乙、廣州國府軍事委員會及政務委員會委員就職。

６﹐１６（五，一）

甲、赤色職工國際代表駐華高等委員（即第三國際東方部長）牛蘭夫婦在上海被捕（牛蘭

每年活動費五十億〔？〕美元，反蔣之外並反英美，在華美人助之）。

乙、中俄第九次會議延期。

６﹐１７（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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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東北各團體以長春、四平街、安東、洮南、蓋平等處日僑組織自主同盟，聲言自衛，

電請國人注意。

乙、達賴喇嘛電蒙藏委員長馬福祥，謂川邊守兵反攻，不得不加抵抗，制止恐難聽從。

丙、中央政治會議推蔣中正為主席。

丁、蔣中正委趙觀濤、郝夢麟為第八、第九軍長。

戊、日本以宇垣一成任朝鮮總督。

６﹐１８（五，三）

甲、劉湘派兵出川，增防鄂西。

乙、中法科學考察團（黃種巡察團）法人毆打中國團員（６﹐１），激起全國公憤，團長

褚民誼亦電告法人跋扈蠻橫，暫止合作，新疆主席金樹仁電令沿途制止。

６﹐１９（五，四）

甲、國府新任委員第一次全體會議：（一）特任王樹翰為國府文官長，（二）特任李書華

署教育部長（原由蔣主席兼），特任連聲海署鐵道部長。

乙、廣州國府會議（一）任陳濟棠為第一集團軍軍事政治學校校長，（二）指定孫科、古

應芬、鄧澤如為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

丙、新編第二師長盧興邦克福建汀州，紅軍走江西瑞金。

丁、上海巨富猶太人哈同卒。

６﹐２０（五，五）

甲、特派韓復矩為魯豫清鄉督辦。

乙、蔣中正命張學良調兵入關，討伐石友三。

丙、第九師蔣鼎文部自豫開贛。

６﹐２１（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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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蔣中正乘艦赴南昌督師剿匪，嚴令第六路朱紹良、第二十六路孫連仲固守防地（次日

到，楊永泰、熊式輝亦至）。

乙、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被捕（陳紹禹即王明繼任其職。又楊匏安、羅綺園旋

亦被捕，據雲均係共黨內部告密）。

丙、宋哲元部改為第二十九軍（馮治安、張自忠任師長），商震部改為第三十二軍。

丁、中俄第九次會議，莫德惠提出暫行管理中東路協定八款。

戊、中法考察團自肅州西進（法隊長卜安撤換）。

６﹐２２（五，七）

甲、白崇禧自廣州赴梧州轉桂林。

乙、廣州中央執監非常會議委員汪兆銘、孫科、古應芬等舉行宣誓。

丙、綏遠薩托民生渠開閘放水。

６﹐２３（五，八）

甲、行政院調陳佈雷為教育部政務次長，以錢昌照為常務次長。

乙、德國顧問巴克爾在南京試驗手榴彈失慎斃命。

６﹐２４（五，九）

甲、中俄第十次會議，討論中東路暫行管理問題。

乙、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伏法。

丙、中央政治會議指定蔡元培、楊樹莊、張學良、朱培德、何應欽、王樹翰、丁惟汾、劉

尚清、孔祥熙、王伯群、王正廷為國民政府常會出席人。

丁、國府警衛軍兼第一師長馮軼裴病卒。

戊、魯匪郭馬蜂擾泰安。

６﹐２５（五，一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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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蔣中正任何應欽為剿赤軍前敵總司令官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官，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

總司令官，蔣光鼐、孫連仲、朱紹良為第一、二、三軍團總指揮（蔣光鼐未就，改由蔡廷鍇

繼

任），分別集結興國、樂安、南豐一帶，趙觀濤、陳諡櫚諞壞詼路進擊軍指揮官，分別集結

臨川、南城一帶（準備第三次圍剿）。

乙、江西紅軍主力集中廣昌、寧都、東固、龍崗、招 。

丙、北平圖書館舉行落成禮。

丁、福州大水，深丈餘。

６﹐２６（五，一一）

甲、南昌行營黨務政治委員會成立，蔣中正兼委員長（行營秘書長為楊永泰，參珠 L為熊

式輝）。

乙、中央宣傳部發表為剿滅赤匪告革命將士書。

丙、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要求日本代理總領事須磨彌吉郎援助。

６﹐２７（五，一二）

甲、蔣中正任王金鈺（上官雲相代）、譚道源為剿赤軍進擊軍第三、第四路指揮官，衛立

煌為第十四軍軍長，魯滌平為南昌衛戍司令兼剿赤軍總預備集團軍總司令官，並嚴申軍令。

乙、日本參直靜坎繂 T中村震太郎大尉在遼北興安嶺秘密活動，為洮南民安鎮駐軍團長關

瑞璣（玉衡）所捕（７﹐１被殺）（東北當局以屯墾為名朱杜 d安建兵工廠，中村前來偵察）

。

丙、廣州石井兵工廠駐軍一營被繳械。

６﹐２８（五，一三）

甲、何應欽自南昌赴撫州督師（第三次圍剿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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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第五十四師郝夢齡部在江西興國附近失利，被紅軍繳械數千。

６﹐２９（五，一四）

甲、蔣中正發表告江西民眾書，望速赴鄉裏之難，拯家國之危，共濟時艱，縣長棄城者斬

。

乙、江西紅軍彭德懷由哨石口猛攻朱紹良部。

丙、張學良派代表晤韓復矩，商共維北方大局，並請疏勸石友三。

丁、中俄第十一次會議，續商中東路管理問題。

６﹐（？）中共鄂豫皖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河南光山新集成立軍事委員會，張國燾任主

席，陳昌浩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代鄺繼勳為第四軍長，曾鍾聖為政治委員。

６﹐３０（五，一五）

甲、蔣中正電前方剿赤將領實行連坐法。

乙、國務會議（一）通過古物保存法施行細則，（二）派施肇基、蔣作賓、王家楨為出席

國聯大會代表，（三）任黃秉衡為航空署長，（四）通過檢查私啉 f片辦法。

丙、國府令行政院停止中法學術考察團（黃種巡察團）行動。

丁、河南中部大水成災。

戊、河西馬仲英部由堯樂博士引導，進入新疆哈密，連敗金樹仁軍，佔巴里坤。

７﹐１（五，一六）

甲、蔣中正頒布第三次圍剿令。

乙、禁煙查緝處成立，並於各地設分處。

丙、吉林長春萬寶山韓民依仗日人勢力，強種水稻，由日警掩護，擅築土壩水閘，致伊通

河泛溢，耕田受害，交涉無效，農民自行填塞水道。

丁、國府冊授班禪以護國宣化廣慧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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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教育部派翁文灝代理清華大學校長。

己、日本軍事參議官會議，議決在滿洲設置常駐師團。

７﹐２（五，一七）吉林萬寶山日警開槍射擊填塞水道農民。

７﹐３（五，一八）

甲、蔣中正自南昌到撫州（臨川）督戰，通令各軍再申連坐法（

第三次圍剿開始）。

乙、國府會議議決：（一）添設波蘭捷克兩使館，（二）任顧祝同為國府警衛軍軍長兼第

一師師長，（三）定班禪年俸十二萬元，每月辦事費三萬元，停止招待費。

丙、朝鮮仁川、漢城韓人為萬寶山事件襲擊華僑，死二人，傷百餘（至７﹐５）。

丁、長春日本軍警武力驅逐萬寶山農民，保護韓人繼續開渠。

７﹐４（五，一九）

甲、江西剿赤軍大舉向紅軍圍剿，右翼集團軍總司令官陳銘樞，其下：第一軍團總指揮蔡

廷鍇率第五十二師（韓德勤）、第六十師（

蔡兼）、第六十一師（戴戡），由永豐興國前進。第二軍團總指揮孫連仲率第二十五師（孫兼

）、第二十七師（高樹勳），由宜黃樂安前進。第三路進擊軍指揮官上官雲相率二十三師（李

雲丞）、第四十七師（上官兼）、第五十四師（郝夢齡）由永豐前進。前敵總司令兼左翼集團

軍總司令官何應欽，其下：第三軍團總指揮朱紹良率第五師（

周渾元）、第八師（毛秉文）、第二十四師（許克祥）由南豐前進。第一路進擊軍趙觀濤率第

六師（趙兼）；第二路進擊軍指揮官陳章實謔粠煟_卓英）、第十四師（陳兼）由臨川南

城前進，並與福建之第四十九師（張貞）、第五十六師（劉和鼎）聯絡。第二十八師（

公秉藩）、第七十七師（羅霖）、第二十師第三十四旅（馬崑）守備吉安、贛縣一帶。第十師

（衛立煌）及攻城旅（李延年）為預備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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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江西剿匪軍左翼集團軍陳鍘②w觀濤攻佔黎川，進向南豐。

丙、山西平定正太護路軍第一師高桂滋部譁變一營，戕營長劉孔章、賀善紀，圍攻師司令

部，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二十四軍軍長赫光列領導，並發佈宣言。

丁、萬寶山日領及韓人強佔民房，砍伐樹木，禁止往來，吉林保衛隊開到，雙方對峙。

戊、中俄第十二次會議，續商管理中東路問題。

己、甘肅肅州馬仲英應新疆哈密回民領袖堯樂博士之請，率所部五百人西進。

７﹐５（五，二０）

甲、朝鮮平壤韓人襲擊華僑，破壞房屋，水原、開城、永登浦等處亦有同樣暴動。

乙、蔣中正自撫州親赴南城指揮，空軍協同轟炸，紅軍朱德、彭德懷部自南豐南走。

７﹐６（五，二一）

甲、外交部為朝鮮暴動事件對日使提出嚴重抗議。

乙、張學良電告東北政務委員會，對日本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為周旋。

丙、朝鮮平壤韓人繼續向華人襲擊，並波及鎮南浦。

丁、楊虎城在西安就總司令潼關行營主任（蔣中正令全權處理西北軍政）。

戊、韓復矩在濟南就魯豫清鄉督辦。

己、主考官戴傳賢等宣誓，並舉行入闈禮。

庚、京滬粵漢平大雨。

７﹐７（五，二二）

甲、日外務省訓令代理公使重光葵對朝鮮事件向中國表示歉意並為韓人辯護。

乙、外交部照會日本代辦重光葵抗議韓人暴動。

丙、朝鮮平壤韓人繼續襲擊華人（總計三日來死者百餘，傷者二百餘）。

丁、朝鮮新義州韓人襲擊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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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自瀋陽到北平，與張學良商萬寶山事件（明日回瀋）。

己、中法學術考察團到迪化。

庚、江西剿匪軍左翼軍蔡廷鍇部第六十師抵江西富田，敗紅軍於天馬山。紅軍彭德懷到東

固，黃公略到寧都。

７﹐８（五，二三）

甲、日外務省對朝鮮排華暴行發表聲明，謂並無國際公法上之責任，但當依國法處罰暴徒

。

乙、朝鮮釜山韓人襲擊華僑（至７﹐１０）。

丙、第六路軍在江西南豐與紅軍苦戰。

丁、行政院令撤銷禁煙查緝處。

７﹐９（五，二四）

甲、江西紅軍向閩邊退走，第八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部已到光澤、邵武、泰

寧、寧化。

乙、贛西剿匪第七十七師羅霖收復遂川。

丙、平壤韓人工商團體對排華事件對我表示歉意，並請諒解複雜情形。

丁、中俄第十三次會議，續議管理中東路問題。

戊、比國公使洛恩卒於北平。

己、連日進攻河南固始之紅軍蕭方被二十五師戴民權擊退。

７﹐１０（五，二五）

甲、外交部令駐日公使汪榮寶赴朝鮮調查。

乙、班禪自南京到北平。

丙、遼寧省政府主席再派財政廳長張振鷺到北平，促張學良早日回瀋陽，處理對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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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應允，旋以石友三叛變，中止）。

７﹐１１（五，二六）

甲、蔣中正督左翼軍趙觀濤、陳詹抗捉髂縣 S、寧都，進向廣昌。

乙、王正廷到上海晤日代使重光，商朝鮮事件（十三日回京）。

丙、日本政友會指責外相幣原對華外交軟弱。

丁、德州博濟醫院美人德佛蘭槍殺華工王國慶。

戊、上海勞動大學解散。

己、豫皖大水成災。

７﹐１２（五，二七）

甲、鎮海艦奉令赴朝鮮仁川，救濟華僑。

乙、蔣中正電張學良，謂現非對日作戰之時。

丙、黑龍江韓人募款捐贈在朝鮮受害之華僑。

丁、蔣中正任蔣鼎文為剿赤軍第四軍團總指揮（屬左翼軍轄第九師）。

戊、高桂滋部叛兵（紅軍第二十四軍）自山西入河北平山境。

己、共產黨黨政軍聯席會議通過應敵戰略十一案。

庚、江蘇吆訚 Q，興化全縣陸沈，死者不計其數。

７﹐１３（五，二八）

甲、上海反日援僑大會主永遠對日經濟絕交。

乙、于右任電張學良，中央現在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東北同志應加體會。

丙、石友三代表鄧崇熙到太原（傳晉軍將與石合作）。

丁、胡漢民自南京雙龍巷移居孔祥熙宅（示胡之安全與自由）。

戊、日本代使重光葵發覆７﹐７ 外交部照會，對朝鮮事件表示歉意，允懲兇撫卹，並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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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再有此類事件發生。

７﹐１４（五，二九）

甲、江西剿匪軍左翼第二路陳詹靠藦 V昌。

乙、第三十四師師長何振藩在湖北仙桃鎮為所部旅長王俊傑所殺（８﹐３ 王在漢口被捕

）。

丙、石友三在順德異動（日本關東軍策動），平漢鐵路北段不通。

丁、日代使重光到南京談朝鮮暴動事件。

戊、上海實行抵制日貨。

己、國務會議議決令新疆甘肅兩省府禁止中法考察團考察，即護送出境。

庚、中俄第十四次會議，討論中東路平均用人事。

７﹐１５（六，一）

甲、石友三電廣州國民政府，遵令組織第五集團軍，定於十八日在順德就職。

乙、中央軍四個師陸續開往豫北。

丙、瀋陽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為萬寶山事件向張作相提出四項要求（保障韓人，賠償損失

，韓人在吉自由居住，承認萬寶山水田來年種稻）。

丁、日本答覆朝鮮事件中國之抗議。

戊、招商局新銘輪載米糧赴仁川，救濟華僑。

己、第一屆高等考試在南京舉行。

７﹐１６（六，二）

甲、外交部為朝鮮排華案第二次對日抗議，駁覆日政府之聲述。

乙、駐日公使汪榮寶到朝鮮漢城調查排華案（７﹐１７到平壤）。

丙、煽動朝鮮排華風潮之朝鮮記者金利三在吉林日領事署為韓巡查樸昌廈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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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東北軍入關增防，分赴平漢津浦線，北平副司令部會議武力制止石友三部（時張學良

病，部將動搖，於學忠力主進兵）。

戊、中央代表邵力子，張學良代表范浦江到濟南，富雙英到太原，分別疏通山東山西當局

，勿助石友三。

己、蔣中正自南豐前線回撫州，令各軍猛攻寧都、雩都，何應欽到南城。

庚、第五十五師阮肇昌攻破贛東紅軍方志敏、邵式平之根據地葛渚。

辛、第五十六師劉和鼎克福建建寧，擊走紅軍項英。

７﹐１７（六，三）

甲、蔣中正自撫州回南昌。

乙、石友三部米文和師退出彰德，炸毀漳河橋，中央軍跟蹤北追。

丙、張學良入醫院後本日第一次與記者（大公報）晤談（７﹐３ 入院）。

丁、孫殿英電張學良，聲明與石友三無關係。

戊、豫西女匪張寡婦在宜陽被擒。

己、中村震太郎被害消息傳出。東京鮮滿國民同盟會，要求懲罰暴支（華）。

７﹐１８（六，四）

甲、石友三在順德就廣州國民政府所委之第五集團軍總司令職，即派四師北進。

乙、劉峙、劉鎮華、楊虎城、李鳴鐘、顧祝同、王均、吉鴻昌、梁冠英等通電聲討昧於大

義，逞其私圖，破壞大局之人（石友三）。

丙、蔣伯占絆 n復矩代表張鉞自濟南到平。

丁、剿匪軍左翼第一路趙觀濤部佔領石城。

戊、江西剿匪軍航空隊轟炸東固。

７﹐１９（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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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江西剿匪軍左翼軍第二路陳展讓幎跡 t軍退東固、東韶、興國。

乙、吉林交涉員鍾毓與日領事石村開始萬寶山案談判。

７﹐２０（六，六）

甲、石友三、孫殿英、劉桂堂、孫光前、米文和、劉汝明等電廣州國民政府及吳佩孚、閻

錫山、馮玉祥報告舉兵。

乙、東北軍退出石家莊，石友三部佔高邑，中央軍胡宗南師由河南北進。

丙、韓復矩調第二十九師曹福林及騎兵旅李宣德北開禹城平原增防。

丁、東北軍及飛機陸續入關，北平天津戒嚴。

戊、紅軍第二十四軍（高桂滋叛部約五百人）佔領河北阜平縣。

己、土耳其在華使館停止辦公，代辦回國。

７﹐２１（六，七）

甲、平津衛戍司令第一軍長於學忠自北平赴保定，制止北進之石友三部。

乙、石友三部沈克師佔領石家莊。

丙、廣州國府下令討伐蔣中正，謂其漠視共禍，摧鋤異己。

丁、李宗仁自廣州回梧州。

戊、第二十六師郭汝棟破紅軍孔荷寵於湖北陽新。

己、日代使重光葵到京，與王正廷晤談。

庚、中俄第十五次會議，討論中東路暫行管理章程之修正案。

７﹐２２（六，八）

甲、國府任命張學良為剿赤軍北路集團軍總司令官，于學忠、王樹常為第一、第二軍團總

指揮，劉峙為南路集團軍總司令官，劉鎮華、顧祝同、王均為第一、第二、第三軍團總指揮，

韓復矩為總預備集團軍總司令官，馬鴻逵、孫桐萱、曹福林為第一第二第三軍團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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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何成濬、毛光翔、劉湘、何鍵、徐源泉、夏鬥寅等四十五將領通電討石友三。

丙、張學良之代表胡若愚赴濟南訪韓復矩。

丁、江西剿赤軍右翼第三路上官雲相克沙溪。

戊、外交部為萬寶山案照會日使館，要求撤退日警韓農（８﹐２４日使館答覆）。

己、南京開反日護僑救國大會，抨擊外長王正廷。

庚、廣州外交部長陳友仁偕劉紀文、甘介侯到日本（７﹐２６ 抵東京）。

７﹐２３（六，九）

甲、蔣中正電全國，謂粵桂尋亂，石友三叛變，赤匪肆虐，朝鮮排華，互為因果，攘外應

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

乙、張學良通電，奉令進討石友三。

丙、華北將領張作相、商震、萬福麟、徐永昌、宋哲元、王樹常、於學忠、孫殿英、龐炳

勛等七十六人響應劉峙等十八日電，聲討石友三。

丁、江西剿赤將領何應欽、陳銘樞、魯滌平、孫連仲等響應劉峙等十八日電。

戊、東北飛機轟炸石家莊。

己、江西剿赤軍左翼軍第三軍團朱紹良，第四軍團蔣鼎文，第一路趙觀濤，第二路陳趙

向紅軍根據地進逼（是日紅軍電臺收到何應欽給各路軍之密電）。

庚、宋子文自京到滬，在車站被刺未中（宋母本日病故青島）。

辛、上海各界舉行追悼在韓死難僑胞。

７﹐２４（六，一０）

甲、國府會議議決：（一）石友三撤職拿辦，（二）令行政院分區調查水災，籌款救濟。

乙、劉峙部佔領河北邯鄲，石友三部北退。

丙、東北飛機再炸石家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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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汪榮寶在朝鮮視察竣事，抵瀋陽。

戊、長江一帶大雨，江水漲發，漢口、南京市口水深數尺。

７﹐２５（六，一一）

甲、汪兆銘、孫科、唐紹儀等自廣州赴梧州，參加軍政黨聯席會議。

乙、韓復矩、馬鴻逵等響應張學良二十三日電（韓並就剿赤軍總預備集團軍總司令官）。

丙、江西剿赤軍右翼第一軍團蔡廷鍇等克龍崗（一作６﹐８）。

７﹐２６（六，一二）

甲、江西剿赤左翼軍趙觀濤部克復黃陂小布，敗紅軍黃公略。

乙、中俄第十六次會議，續議中東路管理問題。

７﹐２７（六，一三）

甲、梧州會議議決由粵助桂軍餉子彈飛機，桂調兵一師入粵（汪兆銘孫科等回粵）。

乙、江西剿赤軍第一軍團蔡廷鍇，第三路上官雲相克紅軍根據地東固，俘二萬餘。

丙、蔣中正限江西前方將領於十日內將匪區完全克復（是日蔣曾飛吉安晤陳銘樞，即返南

昌）。

丁、韓復矩、馬鴻逵、劉珍年等響應蔣中正二十三日電。

戊、徐永昌自北平到太原。

己、駐日公使汪榮寶自朝鮮到北平（八月一日南下）。

庚、漢口江堤潰決。

７﹐２８（六，一四）

甲、石友三部孫光前師佔領望都。

乙、山西局勢變動，省政府主席商震率部東去。

丙、粵軍李揚敬軍開抵韶關南雄。



- 812 -

丁、張繼、吳鐵城自北平電廣州古應芬、孫科等，勸阻粵桂軍入贛湘，留最後調停餘地。

戊、駐日使館向日外務省要求組織中日共同委員會調查鮮案，日拒。

己、廣州外交部長陳友仁晤日外相幣原，表示願以東北權益博取日本軍火。

庚、英人韜朋在崑山失蹤，英使藍浦生到京交涉。

辛、上海工部局取締排日邉印

壬、收回上海法租界會審公廨協定簽字。

７﹐２９（六，一五）

甲、石友三部自望都進攻保定，南路軍劉峙部（陳繼承師）佔領順德車站。

乙、張學良及張作相、商震、宋哲元等分別響應蔣中正二十三日電。

丙、財政部長宋子文宣言否認廣州扣留粵海關新增關稅。

丁、江西剿赤軍右翼蔡廷鍇部自東固進抵百丈嶺（翌日以粵軍北入湖南，蔡部奉命開往泰

和）。

戊、日本水野勝初子爵晤溥儀於天津（溥儀之弟溥傑在日本留學，先於７﹐１０回天津，

代為安排）。

７﹐３０（六，一六）

甲、公佈民國二十年鹽稅短期庫券條例，券額八千萬元。

乙、蔣中正電告克復江西紅軍各根據地，十日之內可清散匪。

丙、北路軍於學忠、王樹常部反攻，與石友三部孫光前激戰於保定以南之方順橋。

丁、晉軍商震部自井陘進攻石友三軍側背，蔣中正、張學良任商為北路軍第三軍團總指揮

。

戊、古應芬、鄧澤如、孫科電覆張繼、吳鐵城，請來粵商和平團結。

己、外交部照會日使，注意陳友仁到日購軍火及聘軍事顧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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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上海開剿匪討逆反日援僑市民大會。

７﹐３１（六，一七）

甲、于學忠、王樹常軍進迫定州安國，商震部前隊高鴻文旅佔領石家莊，石友三軍退正定

。

乙、中央執行委員會電慰蔣中正。

丙、江西紅軍反攻龍崗東固。

丁、川戰又起，劉文輝敗李其相，佔領順慶。

戊、外交部以東三省日僑組織自主同盟會、提議封鎖瀋海鐵路之交叉點、停止打通路咻

、反對撤廢領事裁判權、拒納中國四項統稅，特照會日使館，請切實注意，並採取適當處置。

己、陳友仁再晤日外相幣原。

８﹐１（六，一八）

甲、北路軍于學忠王樹常擊敗石友三軍（孫光前、沈克、王心德、梁芳啟、張學成等部）

，商震部佔正定，石友三由定州東走束鹿、棗強。

乙、桂軍前隊由全州逼湖南永州。

丙、英使不滿外交部關於韜朋失蹤案之答覆，再致送說帖。

丁、中俄第十七次會議，爭論中東路管理辦法。

戊、紅軍第四軍團徐向前佔安徽英山，守軍第五十七師岳盛宣部一團被俘（張國燾擬進攻

安慶，徐向前主南入湖北浠水、廣濟一帶）。

８﹐２（六，一九）

甲、漢口居仁門間單洞潰決，全市被淹，水深三四尺。

乙、豫南吉鴻昌部不穩。

丙、湘鄂贛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湖南平江長壽街舉行，改湖南省蘇維埃政府為湘鄂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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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政府。

８﹐３（六，二０）

甲、南路軍顧祝同、陳繼承、胡宗南等師在河北深澤束鹿一帶將石友三軍二萬餘人包圍繳

械，俘其前敵總指揮孫光前（尋被槍斃）。

乙、江西剿赤軍總攻興國，第十八軍敗紅軍第五軍於石陂墟。

丙、駐日公使汪榮寶到京報告鮮案。

丁、四川各地大雨成災。

戊、陳友仁第三次晤日外相幣原，要求履行奉平公司供給廣州政府軍火合同，幣原表示困

難。

８﹐４（六，二一）

甲、國務會議（一）以十六省洪水為災，災民逾五千萬，命內政財政兩部會同賑災委員會

迅籌救濟辦法。（二）任命馬鴻賓、楊思、馬文車、譚克敏等為甘肅省政府委員，馬鴻賓主

席

。

乙、石友三部一萬餘人在河北束鹿被北路軍王樹常部繳械，軍長朱文和被俘。

丙、黃紹竑到香港，即回廣西。

丁、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對全國師團長及各軍司令講演，欲解決滿蒙懸案，非下最後決心

不可。

８﹐５（六，二二）

甲、閻錫山自大連乘日本軍用飛機到山西大同（由關東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安排）。

乙、蔣中正電中央，謂安內可以攘外，對國民排日邉討∩髦貞 B度。

丙、江西剿赤軍第一路趙觀濤部克興國，第二路陳湛松炒澹諞卉妶 F蔡廷鍇部克高興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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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毛光翔就任第十八路總指揮職。

戊、青海省府主席馬麒卒。

己、蔣尊簋在上海病卒。

８﹐６（六，二三）

甲、江西紅軍彭德懷等圍困第三路第四十七師上官雲相部於興國寧都間之蓮塘。

乙、閻錫山回抵山西五臺，徐永昌、楊愛源等自太原往謁。

丙、吳佩孚到成都。

丁、日本決以重光葵為正式駐華公使。

８﹐７（六，二四）

甲、以弭平石友三叛軍，國府電獎張學良、劉峙。

乙、粵桂軍迫湘南，何鍵派兵防堵。

８﹐８（六，二五）

甲、江西剿匪軍右翼軍第三路第四十七師上官雲相敗於興國寧都間之蓮塘，北退龍崗沙溪

。旅長張鸞詔、王育德等三人及參珠 L均戰歿，損失三分之二（紅軍為第三軍黃公略，第

四軍

林彪，五軍彭德懷，第八軍項英，第十二軍羅炳輝等，約五萬餘）。

乙、石友三在德州通電下野（所部到德州者約萬人，由韓復矩收編）。

丙、石友三部第四軍長沈克在河北曲陽投降，張學良委為新編第一師長。

丁、吳佩孚由四川灌縣赴甘肅。

戊、掩護萬寶山韓人強行築壩之日警撤退。

己、鄂豫皖邊區紅軍第四軍徐向前自英山佔浠水（尋佔羅田、廣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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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六，二六）

甲、廣州陳濟棠下令所部，中止入湘。

乙、江西紅軍第三軍團乘勝攻龍崗剿赤軍，第五軍團第五師周渾元力戰敗之。第一軍團林

彪大破第五十四師郝夢齡於良村，副師長魏我威死之。

丙、第一屆高等考試發榜，共取九十八名。

丁、以各地水災，上海米價漲五成。

８﹐１０（六，二七）

甲、日本答覆外交部朝鮮排華案二次抗議，不承認國際法上之國家責任及賠償義務，僅允

自動撫卹。

乙、遼寧日軍包圍本溪縣警局捕人（旋撤退）。

丙、石友三自濟南經青島赴大連。

丁、江西剿赤軍蔡廷鍇部攻佔良村約溪，獲槍二千餘枝。

８﹐１１（六，二八）

甲、新編第一師沈克部克河北阜平，紅軍敗走。

乙、任命徐永昌為山西省政府主席（代商震），馬麟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

丙、江西紅軍敗剿赤軍第三軍團毛秉文師於黃陂，毛部團營長死者十二人。

８﹐１２（六，二九）

甲、中央電徐永昌，催閻錫山出洋。

乙、上海日本水兵在黃浦江上強搶被扣日貨，拘捕反日會之檢查員。

丙、河南孟津河決百餘丈。

８﹐１３（六，三０）

甲、張繼再電廣州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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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駐河北大名之劉桂堂旅被第四師徐庭瑤包圍。

丙、調任駐德公使蔣作賓為駐日公使，以王廣圻為駐波蘭公使。

丁、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自德國回抵上海。

戊、上海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為８﹐１２事件向市長張群抗議。

８﹐１４（七，一）

甲、國府會議議決：（一）特派宋子文、許世英、劉尚清、孔祥熙、朱慶瀾為救濟水災委

員。（二）前故行政院長譚延闓定於九月四日國葬。

乙、甘肅新第八師雷中田部與新第七師馬鴻賓部衝突。

丙、第三國際駐華委員牛蘭夫婦自上海解南京。

丁、陳友仁、甘介侯離日本神戶返廣州。

戊、上海市長張群為８﹐１２事件向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抗議（

８﹐２０村井覆拒。８﹐３１市政府再抗議，９﹐１１日再拒）。

８﹐１５（七，二）

甲、江水大漲，漢口全市內水深五六尺，武昌筷子湖堤潰水已入城。

乙、南京接得大連情報員報告，關東軍將在東北誘發軍事行動（

日本外務省亦接得相似密報）。

丙、宋哲元、龐炳勛部自晉南向河北開拔調防，宋在叱薔徒順嘬姳甭芳瘓 F軍第四軍團總

指揮職。

丁、任吳凱聲為駐瑞士公使。

８﹐１６（七，三）

甲、蔣中正總司令訓勉剿匪將士於最短期內肅清殘匪（是役國軍採行清野平燬屯糧策）。

乙、紅軍第三十五軍長鄧剛毅在江西大田被第五十二師擊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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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蔣中正、張學良之代表葛敬恩、鮑文樾到太原，促閻錫山、馮玉祥出國。

丁、宋哲元自太原到北平謁張學良。

戊、吳佩孚過茂縣赴松潘擬入甘肅。

８﹐１７（七，四）

甲、日本陸軍省宣佈中村大尉於６﹐２７在洮索地方蘇鄂公爺府被殺。外務省令瀋陽總領

事向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嚴重抗議。

乙、第三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領袖鄧演達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

丙、蔣中正自南昌過京赴滬，參加宋母殯儀。

８﹐１８（七，五）

甲、青島日人（國粹會員）因細故與華人衝突，暴動刀傷華人數十。

乙、江水再漲，武昌城內水深六七尺，漢口市內及丈。

丙、國務會議議決：（一）發賑災公債一千萬元，（二）任傅作義代理綏遠省府主席（原

任李培基辭）。

丁、陳詹康謔弧⒌謔牡葞熁鴯ソ魃街蟹浼 t軍。

戊、紅軍第十二軍羅炳輝在樂安突破剿赤軍第六師趙觀濤、第十師衛立煌等之包圍西去。

８﹐１９（七，六）

甲、廣州當局再電攻詆中央（陳濟棠、古應芬借此向汪兆銘表示主戰決心）。

乙、蔣中正晤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於上海。

丙、膠東第二十一師劉珍年部一連在平度譁變。

丁、沙市饑民暴動。

戊、中俄第二十次會議。

８﹐２０（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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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央常務委員會議決僑務委員會改隸國府，以吳鐵城為委員長，中央黨部另組織一海

外黨務設計委員會。

乙、蔣中正主席由上海到京。

丙、葛敬恩、徐永昌等訪閻錫山，勸離山西。

丁、第四十九師張貞部克閩南永定，紅軍退走。

戊、鄂豫皖剿匪軍第四十八師徐源泉部收復湖北浠水。

８﹐２１（七，八）

甲、國民政府會議議決考試院長戴傳賢等誤算高等考試考生分數，分別罰俸記過。

乙、中俄第二十一次會議，爭論中東路平均用人問題。

丙、俄軍艦在吉林三江口外演習示威。

丁、江西紅軍集中瑞金一帶。

戊、大名劉桂堂部向山東竄逃。

己、漢口決口擴大，水深丈餘，人民死者已數千。

庚、日本天皇以日金十萬元賑中國水災。

辛、新疆發生地震（連續至二十九日）。

８﹐２２（七，九）

甲、日本報紙為中村遇害事件，主對華強硬。

乙、外交部為朝鮮事件照會日使，要求道歉，處分各地負責官吏，懲罰暴徒，賠償華僑損

失，保證不再發生不祥事故。

丙、代表廣州政府赴日本接洽之陳友仁、劉紀文回抵香港，汪兆銘、孫科等往晤。

丁、蔣中正主席離京再赴南昌。

戊、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矩到北平謁張學良，商華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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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武漢水勢止漲，人心略定。

庚、中國科學社第六屆年會在鎮江開會。

８﹐２３（七，一０）

甲、宋慶齡否認參預京粵和平邉印

乙、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到北平。

丙、武漢水略退，災民死者日多。

丁、北平電稱，陝南漢江決口，十餘縣盡成澤國。

戊、中美棉麥借款開始接洽。

８﹐２４（七，一一）

甲、蔣中正抵南昌，命各軍團攻興國白鷺圩，懸賞十萬元擒毛澤東、朱德。

乙、外交部為朝鮮屠僑案向日本第三次抗議。

丙、墨西哥發生排華邉印

８﹐２５（七，一二）

甲、廣州國民政府下討伐令。

乙、陳友仁抨擊日本陸軍當局對華觀念之陳腐與危險。

丙、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到北平。

丁、宋子文在上海晤日使重光葵，商東北問題。

戊、瀋陽公安局密令所屬，謂日本正在極力挑釁，應容忍自重，力避衝突。

己、國務會議議決水災公債仍發一千萬元，另購美麥七百五十六萬石。

庚、長江下游颶風，上海水深數尺。

辛、武漢傳染病流行，每日死者約三百人。

８﹐２６（七，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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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全國公務人員捐薪賑災。

乙、立法院決議將賑災公債由一千萬元改為八千萬元（宋子文仍主一千萬元，立法委員擬

總辭職）。

丙、甘肅政變，新編第八師師長雷中田及視察員馬文車，扣留主席馬鴻賓，雷任保安總司

令，馬代主席。

８﹐２７（七，一四）

甲、中央常務委員會議決（一）停止一切不必要建築，其經費移作賑災，（二）嚴懲忽略

堤防官吏。

乙、江北吆擁譚辣罌 Q，水頭數丈，邵伯全鎮淹沒，高郵、興化、泰州均成澤國。

丙、各國政府紛電中國慰問水災。

丁、張學良在北平召韓復矩、徐永昌、傅作義等會商閻錫山離晉出洋問題。

戊、國際反戰大會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開幕，宋慶齡參加（８﹐２９ 閉會）。

８﹐２８（七，一五）

甲、蔣中正主席自南昌到漢口，視察水災，並籌劃對粵軍事。

乙、廣州軍隊積極向湘贛開拔。

丙、國府為水災誥誡全國官吏。

丁、江北吆永 m有潰決，災民達數十萬。

戊、墨西哥政府限令華僑於九月二日前全體出境。

己、外交部電東北當局詢中村事件真相。

庚、漢口日租界煤油棧大火。

８﹐２９（七，一六）

甲、張學良通電募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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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重慶日本租界三十年期滿（日僑旋撤去）。

８﹐３０（七，一七）

甲、陳銘樞忠告陳濟棠，勿出兵湘贛，為共黨張目，置災民不顧。

乙、駐防河南潢川之第二十二路總指揮吉鴻昌解職，所部由李鳴鐘接統（吉有異治闖桑

。

丙、蔣主席電令蘭州雷中田恢復馬鴻賓自由（雷未照辦）。

８﹐３１（七，一八）

甲、汪兆銘以出師北伐主張勝利，自香港回廣州（８﹐２９？）。

乙、劉桂堂部竄抵魯西梁山。

丙、日本在鄉軍人會於奈良，主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

９﹐１（七，一九）

甲、兩廣下總動員令，中央軍亦向湖南出動。

乙、江西剿匪軍第一路趙觀濤自廣昌進佔黃陂。

丙、鄂豫皖剿匪軍第十軍徐源泉部第四十一師丁治磐旅在浠水洗馬畈為紅軍徐向前所困，

傷亡頗重（９﹐５ 解圍。紅軍師長許繼盛峙眩瑪M南渡長江未成，為張國燾所殺）。

丁、蔣中正主席通電主弭亂救災。

戊、國府下救災緊急令，並究問各省災區負責官吏。

己、中央航空學校成立於杭州（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已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設航空隊）。

庚、中共中央致書「蘇維埃區中央局」（項英主之）及紅軍總前委，指示六項任務：建立

鞏固的根據地，徹底解決土地問題與實行蘇維埃政綱，更著力於改造和擴大紅軍，加緊進行

蘇

維埃改造邉優 c建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堅決執行發展黨鞏固黨的任務，必須有明確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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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團鬥爭與反一切錯誤思想和一切反革命政治派別的鬥爭。

９﹐２（七，二０）

甲、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賑災公債八千萬元，由財政部分期發行。

乙、河南洛陽鞏縣大水，死者數萬。

丙、歐亞航空公司因飛機在外蒙被截擊，放棄滿洲裏航線。

丁、韓復矩自北平回抵濟南。

戊、日軍在瀋陽北大營附近演習。

９﹐３（七，二一）

甲、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購美麥四十五萬噸。

乙、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一）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組織法，（

二）嚴懲第三黨首領鄧演達。

丙、張學巡發表和平通電。

丁、王正廷聲明否認中村被害事件。

９﹐４（七，二二）

甲、日本各報以中村大尉在內興安嶺遇害，主強硬對華交涉。

乙、墨西哥排華緩和，惟仍限華僑於兩月內離境。

丙、桂軍白崇禧部自桂林北進。

丁、江西剿匪軍蔡廷鍇、蔣鼎文、陳詹糠盍釹蚣蔡┖挖M州一帶移動，防阻粵桂軍北進

。

戊、譚延闓國葬，蔣中正自漢口回京參加。

己、褚民誼自新疆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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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七，二三）

甲、張學良響應本月一日蔣中正電。

乙、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電令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切實取締浪人製造中日事變（關東軍高

級參職逶魎睦刹邉櫻

丙、東北邊防軍參珠 L榮臻到北平，與張學良商應付中村事件方針。

丁、達賴喇嘛對康藏交涉提出新要求，拒還甘孜、瞻化。

９﹐６（七，二四）

甲、東北日領事在瀋陽開會，商中村事件（日本國內醞釀就中村事件對華作緊急行動）。

乙、張學良密令東北邊防公署軍事廳長榮臻無論日人如何尋事，務須萬分容忍，不與反抗

（同時張面告臧式毅派來之警務處長黃顯聲，日軍如尋釁，應極力避免衝突，以免事態擴大）

。

丙、廣州軍事委員會戰地委員會主席唐生智自韶關赴湘南，第三軍長李揚敬同行。

丁、江西剿赤將領何應欽、陳銘樞等響應本月一日蔣中正通電。

戊、張學良電海外華僑，倡導和平救災。

己、韓復矩響應張學良三日和平通電。

９﹐７（七，二五）

甲、蔣中正在國府紀念週講多難興國，全在共同努力。

乙、陳濟棠、李宗仁電勸湖南主席何鍵與粵方合作。

丙、粵軍佔湖南耒陽（陳鐵堅旅），桂軍佔祁陽。

丁、中央飛機四隊三十餘架開往長沙株洲。

戊、江西紅軍主力六萬餘乘剿匪軍西移，襲擊興國高興圩，開始激戰。

己、閻錫山表示不肯離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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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劉桂堂率殘部經山東大汶口竄回費縣老巢。

辛、墨西哥政府拒絕美國調停華僑案。

９﹐８（七，二六）

甲、日本閣議，陸軍大臣南次郎宣稱，對中村事件必要時即採取相當行動，除武力報復手

段外，別無他策。

乙、瀋陽日軍守備隊越境演習。

丙、何鍵覆駁陳濟棠李宗仁電，並責粵桂軍侵入湖南（本日桂軍抵永州）。

丁、國府明令發行水災公債（本月內三千萬元，十二月內續發五千萬元）。

戊、張學良電東北各省組籌賑會。

己、湖北新堤樊口江堤潰決。

９﹐９（七，二七）

甲、江西剿匪軍第十九軍蔡廷鍇擊破紅軍主力（第四軍林彪，第五軍彭德懷，第十二軍羅

炳輝，第三十五軍楊嶽彬）於興國高興圩，斬獲八千餘人，繳槍五千餘枝（此為剿匪第一次

大

勝利，蔡部即西撤）。

乙、第九師蔣鼎文部在老營盤為紅軍第三軍黃公略所敗。

丙、粵省第一軍長兼第一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餘漢致什孔詮 V州赴韶關。

丁、東北當局對中村事件派遣之第三次調查隊到興安區。

戊、廣州日本代理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到桂林晤李宗仁、白崇禧。

９﹐（上旬）中共中央自上海遷入江西，由總書記周恩來主持（

鄂豫皖邊區中央分局，由張國燾主持）。

９﹐１０（七，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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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瀋陽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為中村案對遼寧省府提出嚴重交涉，要求謝罪、賠償、嚴懲

責任者。

乙、日本駐瀋陽之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大佐及張學良之顧問柴山少佐奉軍部電召到東京

。

丙、延邊日軍擅捕華人，毆打公安分局局長。

丁、張學良在北平召開軍政會議，決設法解決中村事件（張擬回瀋陽，傳關東軍將實行暗

殺，因之取消）。

戊、新任駐日公使蔣作賓離京赴平，轉瀋赴任。

己、張作相、商震、萬福麟、徐永昌、宋哲元、王樹常等響應本月一日蔣中正通電。

庚、何鍵電勸陳濟棠勿破壞和平。

辛、李煜瀛、張繼、吳鐵城，電勸廣州當局勿出兵湘贛。

壬、立法院通過賑災公債條例。

癸、江西贛江江水大漲，峽江樟樹一帶盡成澤國。

９﹐１１（七，二九）

甲、張學良派憲兵司令陳興亞親往興安調查中村事件（湯爾和奉張學良命，已到東京與外

務省商談，接湯報告，命瀋陽當局趕速辦理）。

乙、宋子文再晤日使重光葵，約定同去東北晤南滿鐵道總裁內田康哉。

丙、蔣中正電張學良，避免與日本衝突。

丁、日本駐瀋陽之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與陸軍省商擬對中村事件之具體報復方法。

戊、日本外務、陸軍、海軍省重要人員聯合會議，對滿蒙問題及中村事件決行使實力。

己、警衛軍長顧祝同到衡州佈置軍事。

庚、公佈民國二十年賑災公債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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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長江下游水勢續漲，蕪湖南京情勢尤險。

壬、日本天皇昭和召見陸相南次郎，命整頓關東軍風紀（元老西園寺公望亦告南次郎，關

東軍人態度應加謹慎）。

９﹐１２（八，一）

甲、日本向朝鮮增兵兩師團。

乙、唐生智自廣州到郴州，進圖湖南。

９﹐１３（八，二）

甲、中村事件第一次調查完畢（中村係以軍人冒充學者，入境手續極不完備，是否被害，

未能證明）。

乙、粵軍退出湖南耒陽。

丙、紅軍第四軍團政治委員陳昌浩逮捕該軍團長潘皈佛等二十餘人於湖北麻埠，指為改組

派ＡＢ團（據雲與紅軍師長許繼盛、周維炯有關）。

９﹐１４（八，三）

甲、日本駐瀋陽之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大佐離東京返瀋陽。

乙、日本哈爾濱領事大橋赴伯力晤蘇俄當局，請對中村事件諒解。

丙、日滿鐵守備隊軍官十六人沿路作軍事考察，本日到哈埠。

丁、蔣中正限剿赤軍於一月內肅清贛南。

戊、粵桂軍進攻衡州，被第四路軍陶廣部擊退。

己、何應欽到江西萍鄉，籌劃湖南軍事。

庚、日使重光葵呈遞國書。

辛、我國當選國際聯盟非常任理事。

壬、中英庚款董事會議決撥萬四千鎊導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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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蕪湖大雨，江水續漲。

９﹐１５（八，四）

甲、日本參直靜孔鯒鴆塊 L建川美次奉命前往瀋陽，制止關東軍行動。

乙、外交部駁覆８﹐２４日本覆牒之照會送出。

丙、新任駐日公使蔣作賓離北平赴瀋陽轉朝鮮。

丁、江西剿赤軍第五十二師韓德勤自興城北撤，為紅軍第一、第三軍敗於方石嶺，退向富

田，旅長一人，團長三人，營長六人戰歿（

被俘？），損失極重。

戊、國際聯盟衛生部長拉西曼到南京。

己、前紅軍第一軍長許繼盛衷讜ザ跬鉍 g之金家寨、麻埠舉事響應國軍不成，被殺（所部

歸徐向前鄺繼勳）。

９﹐１６（八，五）

甲、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向東京請示軍事行動。

乙、日本軍部散發傳單，謂中國侵害日本滿蒙權利，國人應猛醒，以救國難。

丙、王正廷談話否認蔣主席演說攻擊日本。

丁、日人所指與中村事件有關之興安屯墾軍第三團團長關瑞璣（

玉衡）被傳到瀋陽候審。

戊、駐日公使蔣作賓過瀋陽赴東京。

己、江西剿赤軍第四十三師郭華宗部克永新。

庚、粵軍自湘南後退，廣州戒嚴。

辛、行政院通緝馬仲英。

９﹐１７（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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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公使重光葵否認日政府對中村事件出兵計劃。

乙、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命南滿鐵路駐軍及鐵道守備隊舉行行軍演習。

丙、洪憲帝制要角楊度卒於上海（五十七歲，１８７５生。楊晚年入共黨，又曾入張宗昌

幕，後受上海聞人杜月笙供養）。

９﹐１８（八，七）

甲、東北邊防公署軍事廳長參珠 L榮臻為中村事件通知日本總領事，謂團長關玉衡將由軍

法審判，第二次調查隊十九日回瀋陽。

乙、日本參直靜孔鯒鴆塊 L建川美次到瀋陽（下午七時），板垣征四郎亦至自遼陽。

丙、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職逶魎睦桑鯒鷲 n長石原莞爾指使南滿鐵路守衛隊（第二師團

即多門師團）於下午十時三十分炸毀瀋陽城外文官屯南柳條溝之南滿鐵路，同時進攻北大營

（

駐軍為第七旅，旅長王以哲在瀋陽城內與榮臻嚴令團長王鐵漢等不准抵抗）。

丁、蔣中正自南京赴南昌督師。

戊、唐生智、李揚敬自湘南回抵韶關。

己、國府會議議決：（一）江蘇水災負責人建設廳長孫鴻哲免職，（二）派施肇基為國聯

行政會代表。

庚、漢口江水大退。

９﹐１９（八，八）

甲、上午五時，日軍第二師團攻佔瀋陽北大營，六時三十分攻佔瀋陽城及兵工廠、迫擊砲

廠、飛機場、無線電臺，監視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榮臻化裝逃出。

乙、日軍關東司令本莊繁在瀋陽貼出佈告，聲稱膺懲東北軍權，其司令部自旅順移於瀋陽

（正午十二時），發出佈告，不以東北舊政權為交涉對手。



- 830 -

丙、日軍政佔安東、營口、長春（我營長傅冠軍殉難）、鳳凰城、本溪湖。

丁、朝鮮日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命第十九及第二十師團向遼吉出動（日參直靜恐浦梗顬 q

春出動之日軍停止）。

戊、外交部向日使重光葵提出緊急抗議（下午六時）要求日軍停止一切行動，並電出席國

聯代表向國際聯盟報告。

己、張學良在北平協和醫院與瀋陽榮臻通話，命對日軍不加抵抗。

庚、中央於晚間舉行緊急會議促蔣主席回京。

辛、張繼、李煜瀛、吳鐵城電廣州當局即息內爭，共救國難（是日孫科、馬超俊等亦在廣

州商寧粵合作辦法）。

壬、日本內閣會議，決定電命關東軍不得擴大瀋陽事變。

癸、瀋陽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南滿鐵道會社總裁內田康哉電告日外相幣原喜重郎以日本

軍事行動計劃。

子、日代表芳澤謙吉請國聯理事會不必重視東北地方事件。

醜、宋子文與重光葵在上海密談，商組織中日共同委員會赴瀋陽，制止事變擴大。

９﹐２０（八，九）

甲、外交部向日使二次抗議，要求日軍立即退出佔領地區。

乙、日軍佔遼寧撫順、昌圖、蓋平。

丙、建川美次、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商定日軍向北滿出動，並建立滿洲政權（９﹐１９

晚）。

丁、日軍第二師團長多門任瀋陽衛戍司令官，大佐土肥原賢二任市長。

戊、中央常務會議議決對日本武力可退讓，交涉決不放鬆。

己、蔣中正經南昌返抵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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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張學良電令東北各軍堅忍一時，取不抵抗態度。

辛、中央執行委員會電勸廣州當局精請 F結，共挽沈淪。

壬、廣州當局電吳鐵城，贊成息爭禦侮。

癸、中國共產黨發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宣言，發動民眾鬥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

，要求推翻國民黨，並決定追逐襲擊國民黨軍隊。

子、日俄在莫斯科密商東北問題。

醜、豫鄂皖剿匪軍宋世科旅收復英山。

９﹐２１（八，一０）

甲、施肇基要求國際聯盟理事會對東北事變採取行動，制止事變擴大，回復東北原狀，考

慮賠償款額。

乙、蔣中正主席自南昌回南京，即召開會議，決定設立特種外交委員會，戴傳賢為委員長

，宋子文副之，顧維鈞為秘書長，蔣及于右任、孔祥熙、丁惟汾、陳立夫、顏惠慶、朱兆莘

為

委員。

丙、駐美代辦容騤照會國務院，請照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作必要措置。

丁、美國務卿史汀生勸國聯秘書長德里蒙，請對日本勿過用壓力，以免幣原外相制止軍人

發生困難。

戊、本莊繁電請東京增兵東北，乘機解決滿蒙問題（東京軍部未允）。

己、朝鮮日軍渡過鴨綠江。

庚、日軍於下午二時攻佔吉林省城，代理省主席熙洽迎降（時主席張作相丁外艱在逯藎

。

辛、日艦向我各口岸出動，日軍一旅團自朝鮮抵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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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據報瀋陽兵工廠槍械被日軍劫去者值一萬萬元以上。

癸、廣州國府通電，對內救卹災民，發揮民治，對外力保主權，共紓國難。

子、東北邊防公署參珠 L榮臻自瀋陽逃抵北平。

醜、美飛行家林白視察江北災區。

寅、江西剿匪軍蔡廷鍇部自興國開往贛州，蔣鼎文部亦自老營盤向西北移動，紅軍襲擊不

逞，退東固附近，第三次圍剿結束（興國赤化極深，蔡部糧食困難，官兵亟須整理，彈藥亦

待

補充）（國軍損失約三萬人）。

卯、上海抗日救國會組織救國軍。

辰、英國廢止金本位。

９﹐２２（八，一一）

甲、國際聯盟理事會決議（一）通知中日兩國，勿使事變擴大，（二）與中日代表協商，

兩國立即撤兵，（三）以本案紀錄文件通知美國。

乙、美國務卿史汀生告日使出淵，滿洲事變已涉及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問題。

丙、關東軍通過土肥原之東北建國計劃。日本首相若槻請天皇抑制關東軍之跋扈行動，天

皇面命陸軍大臣南次郎萬勿擴大瀋陽事變。

丁、日本駐蘇俄大使廣田，晤蘇外長李維諾夫，聲明日軍行動以南滿東蒙為限。

戊、關東軍參珠 L三宅光治及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土肥原賢二等密議決定成立滿蒙共

和國，以溥儀為首領，熙洽、張海鵬、湯玉麟、於芷山、張景惠為吉林、洮索、熱河、東邊、

哈爾濱鎮守使。

己、本莊繁命關東軍準備向哈爾濱出動。

庚、日陸軍省派兵務課長安藤利吉到瀋陽，命北上日軍勿越寬城子，勿幹預南滿鐵路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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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鐵路，勿再有新的軍事行動。

辛、中國國民黨告全國同胞書，確實團結，堅定沉著，加倍刻苦。

壬、日軍佔遼源、鄭家屯及四洮鐵路，並派飛機在新民投彈。

癸、蔣中正電張學良勿受日方脅迫承認二十一條。

子、蔣中正在京市黨員大會報告，對東北事變，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

公理判斷，全國為有步驟奮鬥。

醜、各方勸胡漢民銷假。

寅、國務會議議決：（一）任顏惠慶為駐美公使，（二）任梅貽琦為清華大學校長。

卯、中國共產黨通令所屬黨部黨員，加緊組織與領導群眾，反對日本的暴力政策，武裝保

衛蘇聯，消滅國民黨政府。

９﹐２３（八，一二）

甲、美國務卿史汀生對國聯之處置表示同情，但不贊成派遣調查團（中國要求派調查團，

英贊成，盼美參加）。

乙、外交部接受國聯決議。

丙、國府發告國民書，應以文明對野蠻，待國聯之公理解決，盼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

，政府已有最後決心與自衛準備。

丁、全國下半旗並停止娛樂。

戊、外交部兩次抗議，日本不覆，本日又提第三次抗議。

己、日公使重光葵致書日外務大臣幣原，抨擊日軍在東北行動。

庚、瀋陽日軍散發佈告，將永久佔領。

辛、日本參直靜苛鈮 P東軍勿得進至洮南以北。

壬、日軍佔領通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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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日軍嘰笈娀鷥氨逼絞桂^。

子、東北邊防公署及遼寧省府移設逯藎瑏 K以米春霖代理遼寧省政府主席。

醜、張繼自北平到南京，即偕蔡元培、陳銘樞赴滬轉粵，進行和平。

寅、俄外次加拉罕告莫德惠，俄決不採任何步驟，使東北現在情形更演成較為困難之狀況

。

９﹐２４（八，一三）

甲、美國政府正式照會中日政府請避免再有軍事行動。

乙、美國務卿史汀生授權日內瓦美領事吉爾白列席國聯理事會以備諮詢。

丙、日政府發表聲明，否認東北係軍事佔領。

丁、日本內閣會議議決，關東軍應自南滿鐵路兩側撤退集中鐵路附屬區域。

戊、日本關東軍電參直靜浚縑旎始敗姴考 s束其行動，將於滿洲獨立。

己、日飛機在逯菁皽蠋妥油稄棧瑏 K襲擊平遼列車。

庚、日軍迫袁金鎧、李香齋、於沖漢等組織瀋陽治安維持會（今日成立）。

辛、吉邊鎮守使李杜宣佈抗日，設自衛團督辦處。

壬、中常會通過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展至十一月十二日開會。

９﹐２５（八，一四）

甲、施肇基要求國聯理事會派中立委員會監視日本撤兵，日代表芳澤謙吉主中日直接談判

。國聯理事會對於日本照覆認為滿意。

乙、日軍佔領洮南。

丙、日飛機再襲北寧路列車。

丁、中央頒發學生義勇軍教育綱領。

戊、國府會議議決：（一）全國邉訒展至明年五月舉行，（二）設立全國經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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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６（八，一五）

甲、上海各大學學生到京請願。

乙、上海舉行抗日救國市民大會，電請中央限日兵退出佔領地，否則絕交宣戰。

丙、瀋陽四庫全書全被日人咦摺

丁、蔡廷鍇部第十九路軍集中贛州。

９﹐２７（八，一六）

甲、日軍佔領洮安及洮昂路南段。

乙、哈爾濱地方治安維持會成立，張景惠為會長。

丙、日政府覆美國照會，聲明東北日軍如不受攻擊，將不採取進一步之敵對行動。

丁、張學良命張作相代理東北邊防司令長官（駐逯藎

９﹐２８（八，一七）

甲、南京中央大學學生冒雨赴中央黨部及外交部請願，毆傷外交部長王正廷。

乙、中央發表誥誡全國學生書。

丙、施肇基請國聯輔助中日談判，日代表芳澤拒絕。

丁、英美法武官到瀋陽調查。

戊、張繼、蔡元培、陳銘樞攜蔣中正函到香港，汪兆銘、孫科、李文範自廣州來會。

９﹐２９（八，一八）

甲、蔣作賓照會日外務省，關於東北組織獨立政府一事，在日兵未撤以前，日政府應負全

責。

乙、吉林代主席熙洽宣佈改省政府為長官公署，由日軍警備司令坪井授印。

丙、上海各大學學生數千人到京請願對日宣戰，由蔣中正主席接見訓話。

丁、蔡元培等電蔣中正，粵方要求蔣下野與粵府撤銷電同時發表，並變更京滬衛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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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０（八，一九）

甲、國聯理事會休會兩星期，以待日本撤兵。

乙、領袖公使（西班牙使）電各國及國聯，報告日本聲明撤兵後破壞北寧路情形。

丙、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一）准王正廷辭職，特任施肇基為外交部長，（二）從張學良請

，閻錫山免予通緝（１０﹐３由國府發表）。

丁、國府任命陳銘樞為京滬衛戍總司令官兼代淞滬警備司令（粵方要求）。

戊、國府明令保持紀律秩序。

己、第二批上海大學請願學生到京，由蔣主席接見。

庚、國聯教育考察團抵上海。

辛、中國共產黨宣言仍將繼續反帝國主義者及國民黨，否認與國民黨共同抗日之議。

壬、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邀溥儀至日本兵營，與羅振玉及關東軍參職逶魎

郎大佐之代表上角利一相晤，勸赴東北。

１０﹐１（八，二０）

甲、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樹仁與蘇聯代表私訂「新蘇臨時通商協定」七條，附件四條。蘇聯

在新自由貿易，所納關稅，與中國商民相同，新疆向蘇俄購買飛機、軍火，聘用技術人員（時

蘇俄煽動和加尼牙孜，哈密亂事擴大，金氏不得已向蘇俄屈服，至明年八月十日始將此項協

定

，抄發省府秘書處備案，但仍不履行）。

乙、中國請國聯理事會會員國派遣視察員赴東北。

丙、外交部照會美使，請派員調查日本撤兵事。

丁、日外務省復蔣作賓９﹐２９抗議，日本歡迎東北地方治安之維持機關。

戊、日軍在北平東長安街一帶演習，意圖尋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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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顧維鈞自平到京謁蔣中正主席。

庚、廣州和平會議，粵方堅持在廣州召開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１０﹐２（八，二一）

甲、蔣中正電陳銘樞、蔡元培、張繼：（一）請粵府整個遷京，中央完全退讓，（二）粵

府取消，人員齊集首都，（三）如欲各方合作，須來京面商。

乙、日軍陷通遼，張多峰旅被繳械。

１０﹐３（八，二二）

甲、日本南滿鐵道會社派員管理瀋海、吉海、吉敦三鐵路。

乙、日本大隊抵牛莊。

丙、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在國聯理事會宣稱，日本在東北並無領土野心。

丁、哈爾濱美領事翰森赴長春吉林視察。

戊、國府派李寰]代理外交部部務。

１０﹐４（八，二三）

甲、滿洲裏蘇俄領事聲明蘇軍決不開入中東路。

乙、關東軍宣佈與張學良絕緣。

丙、日軍以軍火四列車咪玻訚煞恕

丁、日軍艦續開上海及長江一帶。

戊、豫鄂皖紅軍圍攻潢川、商城，國軍第十二師曾萬鍾、第五十八師陳耀漢力守（１０﹐

２５國軍第二師樓景越來援，解圍）。

１０﹐５（八，二四）

甲、蔣中正電粵，如粵方代表到滬，即發表下野通電。

乙、日政府令重光葵對中國中南部之抗日救國邉酉驀裾府提出重大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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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上海日領事函市政府質詢有無保護日僑能力，否則將取自衛手段。

丁、外部致牒日本，要求依國聯決議撤兵。

戊、施肇基再促國聯注意東北情形。

己、駐日公使蔣作賓遞國書。

庚、日飛機在逯蕢 Z炸。

１０﹐６（八，二五）

甲、蔣作賓通知日本，派張作相、王樹常辦理日軍撤後接收事宜。

乙、日艦四艘續到上海，謠言紛起，盛傳日軍將佔領上海，日陸戰隊長官聲明否認。

丙、上海西班牙領事費爾奉國聯理事會議長勒樂命令，赴遼寧調查遼吉獨立、撤兵情形、

出事原因。

丁、前洮遼鎮守使張海鵬受日軍煽惑，宣佈獨立。

１０﹐７（八，二六）

甲、陳銘樞離香港北上（汪精衛曾到港與之詳談統一問題）。

乙、日本增兵通遼，並以大批軍火接濟洮南一帶蒙匪。

丙、本莊繁聲明不承認張學良在東北之政權。

丁、日本飛機轟炸新民。

戊、前清恭親王溥偉自大連到瀋陽。

己、美政府派員赴東北調查。

庚、漢口災民染疫，死亡日以百計。

１０﹐８（八，二七）

甲、日本閣議通過對我反日邉湧棺 h書，並決定續派兵艦來華。

乙、日本飛機十二架轟炸逯葸|寧省政府，死三十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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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日軍佔領鐵嶺。

丁、國府令張學良防止東北非法組織。

戊、溥儀談話，否認為日人利用。

己、第四十一師張振漢部在湖北嶽口為紅軍段德昌所敗，旅長徐德佐陣亡。

庚、中央研究院第二次發掘出東城子崖（古譚國都城）。

１０﹐９（八，二八）

甲、施肇基代表請國聯理事會提前開會，處理東北問題。

乙、日使重光葵拒我撤兵要求，要求直接談判，並抗議反日邉櫻ǎ保癌 o１１送到）。

丙、日內閣決定中日徹底解決東三省問題辦法大綱。

丁、美總統召集國務會議，討論中日問題並電國聯請盡力解決滿洲案件。

戊、英政府派員赴滿洲調查。

己、日飛機四十架轟炸大淩河通遼等處。

庚、國府通令在國聯議決撤兵期限內，國人宜謹守秩序，保護外僑生命財產。

辛、廣州推汪兆銘、孫科、李文範、伍朝樞為代表，與南京商合作問題。

１０﹐１０（八，二九）

甲、美請中日遵守國聯決議，並對日機轟炸逯荼硎娟 P切。

乙、日外相宣稱轟炸逯轂樽孕 l舉動，並不違犯公法。

丙、日兵在秦皇島登岸，飛機在唐山示威。

丁、外交部再要求日軍於一星期內實行撤至南滿鐵路區域以內。

戊、廣州員警為日貨問題與學生衝突，開鎗射擊民眾，死十五人，傷八十餘人。

１０﹐１１（九，一）

甲、美國務卿史汀生指摘日本不履行國聯決議，並不滿其轟炸逯葜忉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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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英法等國抗議日機轟炸逯蕁

丙、日飛機到天津偵察。

丁、日人數千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帶示威暴動，毆打華人，陸戰隊登岸。

戊、溥儀致書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盼中日提攜。

己、陳銘樞自粵到滬，顧孟餘同來（陳即晉京）。

庚、廣州宣佈戒嚴（因民眾憤昨日屠殺事件）。

１０﹐１２（九，二）

甲、蔣中正主席在國府紀念週表示，至公法公約不能維持之時，決不惜任何犧牲。

乙、日外務省覆國際聯盟，否認使事變擴大，但日軍未能即撤，希望中日直接交涉。

丙、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以顧維鈞為特別外交委員。

丁、萬福麟辭黑龍江省政府主席，由馬占山代理（時萬在北平）。

戊、施肇基要求國際聯盟派遣國際委員團赴東北調查。

己、甘軍蘇雨生（馮玉祥舊部）佔寧夏，逐馬福壽。

１０﹐１３（九，三）

甲、國聯理事會續開，施肇基報告東北現狀，日代表芳澤主中日直接交涉，為施拒絕。

乙、日使館參事矢野要求張學良將軍隊移向山海關。

丙、日飛機追炸自瀋陽退出之第七旅王以哲部至打虎山（王旅開往北平，實存祇七百人）

。

丁、黑龍江代理主席馬占山與黑河蘇俄紅軍軍官會議。

戊、胡漢民晤蔣中正，商京、粵合作問題。

己、國務會議議決：（一）任劉文島為駐德公使，（二）任王廣圻兼捷克公使，（三）任

張志良為東三省鹽呤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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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德國駐華公使陶德曼遞國書。

１０﹐１４（九，四）

甲、胡漢民偕陳銘樞、吳鐵城、張靜江等自南京赴上海，候粵方代表北來商統一問題（臨

行前蔣中正到胡處談一小時）。

乙、國聯理事會決定邀請美國代表列席，處置中日問題會議。

丙、英美公使自平乘飛機到京，法使亦乘車離平南下。

丁、日軍藉口剿匪自瀋陽西開，擬犯逯蕁

戊、日人唆使蒙匪進攻通遼。

己、廣州屠殺民眾之公安分局長杜 泰被釋放逃匿，全市學校罷課。

１０﹐１５（九，五）

甲、胡漢民自上海電廣州當局謂黨政過去錯誤，在忙於對人，忽於對事，請即推舉代表來

滬，進行和議，共商大計。

乙、國聯理事會正式通過邀請美國代表列席，處置中日問題會議，日本代表反對。

丙、蔣中正主席招待英美公使。

丁、洮南鎮守使張海鵬受日人指使進攻黑龍江。

戊、日飛機又到通遼投彈，死十餘人。

己、上海北四川路日人連夜撕去反日標語，毆傷華人。

庚、上海學生數千強請京滬鐵路撥車進京。

１０﹐１６（九，六）

甲、美代表吉爾白列席國聯理事會議，各國代表均致詞歡迎，日代表無表示。

乙、外部電請國聯緊急制止日軍暴行。

丙、黑龍江軍張樹森、於兆麟等旅擊敗受日人利用之張海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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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內閣停止奉令開華之軍艦出發。

戊、各國相繼派員赴瀋陽調查。

己、國府會議派員赴晉陝除防鼠疫。

１０﹐１７（九，七）

甲、國聯會員國舉行秘密會議（中日除外），美代表吉爾白列席，繼舉行公開會議，決由

會員國電中日兩國政府促注意凱洛格非戰公約下之義務。

乙、國聯再開秘密會議，決定喚起世界輿論及道德力量制止中日決裂。

丙、日本上下一致抨擊國聯，反對美國參加，並由日代表向國聯主席白裏安質問。

丁、接受日本武器之東北馬伲ㄐ“埐浚┓湊銥穀站葒鞄謾

戊、日本少壯軍人政變陰鄭ㄥ旗革命，事在１０﹐１５）被發覺，橋本欣五郎等被拘。

１０﹐１８（九，八）

甲、國聯接日本照會，決定明日會議停開，先由白裏安與中日代表接洽。

乙、張海鵬得日軍接濟，再由洮南北進，復被黑龍江軍擊退。

丙、上海日陸戰隊在勞勃生路毆傷演講青年，紗廠日人亦毆傷華人。

丁、廣州代表汪兆銘、孫科、鄒魯、李文範、伍朝樞、陳友仁，偕蔡元培、張繼及唐生智

、張發奎、傅秉常自香港赴上海。

１０﹐１９（九，九）

甲、日外相幣原向我駐日公使蔣作賓提出五項基本原則（並通知國聯）：（一）否認相互

之侵略政策及行動，（二）尊重中國領土之保全，（三）徹底取締妨害相互之通商自由及煽動

國際憎惡之念之有組織的邉櫻ㄋ模稘M洲各地之日本帝國臣民之一切和平的業務予以有

效的保護，（五）尊重日本帝國在東北之條約上的權益。

乙、國聯理事會再開秘密會議，決定仍由白裏安與中日代表接洽，已擬定辦法，待中日同



- 843 -

意。

丙、中央常務會議議決凡自第二屆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後因政治關係開除黨籍者，一律恢復

。

丁、李濟琛晤蔣中正主席，即由南京赴上海。

戊、日飛機又在逯萃稄棥

１０﹐２０（九，一０）

甲、前清恭親王溥偉在瀋陽召開復辟會議，前四洮路督辦馬龍潭在昌圖組織中滿聯合獨立

自治會。

乙、趙欣伯就任日本所委任之瀋陽市長。

丙、闞朝璽通電取消瀋陽四民臨時維持會，否認有賣國行為。

丁、中英韜朋案解決（６﹐８槍殺韜朋之黃珍吾團長處刑十四年）。

戊、太平洋國際學會在杭州開會。

己、「中國共產黨為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告全國工農勞苦民眾書」發表。

１０﹐２１（九，一一）

甲、國聯理事會續開秘密會議，日方仍拒定期撤兵。

乙、美國照會中日，請尊重非戰公約。

丙、外交部照覆英、法、德、義、挪、波等國公使，盼國聯為正義和平，圓滿解決中日問

題。

丁、日飛機轟炸洮昂鐵路及寬城子附近中東鐵路。

戊、汪兆銘、孫科、鄒魯、伍朝樞、李文範、陳友仁偕張繼、蔡元培自廣州抵上海，南京

中央要人到者亦多，即在胡漢民處晤談。

１０﹐２２（九，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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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國聯大會提出決議案七條，要求日本立即開始撤退軍隊，於十一月十六日前撤畢，中

國負責保護日僑生命財產。建議中日協定撤兵接收細目，撤兵後開始直接交涉，設立調解委

員

會。國聯延會至十一月十六日，必要時得提早開會。

乙、日政府覆非戰公約各國，謂日本在東北行動不出自衛範圍，絕未違背非戰公約。

丙、外部覆美照會，願以和平方法解決事變。

丁、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派員晤張學良，面遞通知書，拒張回瀋。

戊、蔣中正乘飛機到上海，晤胡漢民、汪兆銘後，即回南京，主以全力對付外交。

己、汪兆銘電蔣中正，提出七點，主召集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會解決糾紛，國府主席

以黨中年高德重者任之。

１０﹐２３（九，一三）

甲、中國代表施肇基在國聯理事會聲明接受昨日決議案，但撤兵須連憲兵、員警、飛機在

內，事變責任及賠償仍須照會章解決。日代表芳澤仍持反對態度。

乙、日政府訓令芳澤向國聯行政會聲明如中國承認其條約義務及取消抗日邉櫻找嘣書_

始將滿洲軍隊撤入鐵路區域。

丙、特種外交委員會電促汪兆銘、孫科及胡漢民等入京。

丁、汪兆銘、孫科等對上海報界談話，表示此時不能前往南京，以保重「自由意志」。

戊、日飛機在吉林農安向我騎兵投彈。

己、國府會議以朱慶瀾為黃河水利委員長，馬福祥、李協為副委員長。

１０﹐２４（九，一四）

甲、國聯理事會以十三票對日本一票通過七項決議案，英、西代表質問日代表所提對案中

「基本原則」之解釋，日代表不允在會議席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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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日本閣議決不理國聯決議，另向中國提議直接交涉。

丙、蔣中正函汪兆銘等，謂目前第一要義在將一致對外之精神表現於事實，盼即日來京。

丁、居正、方振武恢復自由，即赴上海。

戊、川軍鄧錫侯部向甘肅出動。

１０﹐２５（九，一五）

甲、日本南陸相談，謂國聯決議僅值一笑。

乙、匪首淩印清受日人指使，組織東北人民自衛軍。

丙、黑龍江日領事清水向馬占山要求南滿鐵路會社修復嫩江橋，馬拒之。

丁、日軍開鄭家屯，擬助張海鵬再攻黑龍江。

戊、汪兆銘發表談話，謂新局面之最大原則，在將政治於軍事管理之下解放起來，軍人應

專務國防。

己、蔡元培、張靜江、陳銘樞與汪兆銘、孫科、鄒魯、李文範、陳友仁在上海開談話會，

對外交問題，主貫徹國聯主張。

庚、被紅軍久圍之河南商城，本日被援軍擊走。

１０﹐２６（九，一六）

甲、國府發表宣言，望國聯決議案早日實現。

乙、蔣中正在國府紀念週講演，稱道國聯之處置。

丙、日本向國聯發出聲明書，謂二十四日決議案未能成立，東北事變起於中國先挑撥，日

軍撤退，事態將更惡化，並申述其五項基本大綱，主中日直接交涉。

丁、施肇基函白裏安，表示準備與日本商訂公斷條約。

戊、遜清恭親王溥偉在瀋陽祭陵。

１０﹐２７（九，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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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南京代表蔡元培、張繼、張靜江、陳銘樞、吳鐵城與廣東代表汪兆銘、孫科、伍朝樞

、鄒魯、李文範、陳友仁在上海開第一次預備會，會畢，粵方代表即往胡漢民宅，孫科發表

不

滿於南京之談話。

乙、日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命袁金鎧、丁鑑修等組織東北交通委員會。

丙、蔣作賓照會日政府，請於十一月十六日前撤兵。

丁、張學良委於芷山為東邊二十三縣保安總司令。

戊、國務會議通過設立國立編譯館。

１０﹐２８（九，一八）

甲、南京廣州代表舉行第二次預備會（除昨日到會代表外，李煜瀛亦到），議決：（一）

各項最後決定權仍在雙方中央黨部，（二）外交事件仍由南京任之，而由該會決定方針（粵

方

提出黨政改革案）。

乙、南京方面發出不滿上海會議之消息（某中委談話）。

丙、日關東軍司令本莊繁要求黑龍江代理主席馬占山將政權交與張海鵬，日領事並以最後

通牒致馬，決即修復嫩江橋。

丁、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訪蘇外次加拉罕，警告勿助黑龍江當局及派兵至中東路。

戊、袁金鎧向本莊繁辭治安維持會會長職。

己、青島日人會議，決擁護既得權利，造成重大事件，使青島恢復華盛頓會議前狀態。

庚、廣州國府常務委員古應芬卒，年五十九歲（１８７３至１９３１）。

１０﹐２９（九，一九）

甲、蘇聯外次加拉罕覆日大使廣田聲明，對東北衝突，堅持不干涉主義（１１﹐１４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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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李維諾夫再度向廣田聲明）。

乙、南京廣州代表第三次預備會議：（一）外交一致應有限度，（二）推孫科擬定中央制

度改革案。

丙、中央常會（一）通過第四次全體代表大會議事規則，（二）定十一月九日開中央執行

委員臨時會議。

丁、日本關東軍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到天津（１０﹐２７離瀋陽），擬誘溥儀赴瀋獨立

。

戊、前清恭親王溥偉任遼寧四民維持會會長，聲言滿人治滿。

己、白俄受日人指使，在中東路海拉爾博克圖騷擾。

庚、張學良自北平乘飛機到南京。

辛、韓復矩派員接收山東國稅機關（明日又交還）。

１０﹐３０（九，二０）

甲、京粵代表第四次會議：（一）各電雙方中央黨部，請將四全代表大會日期展緩；（二

）通過中央政治改革案原則：甲、五院獨立負責行使職權，乙、政治系統與組織簡單化，丙、

政治實際民主化。

乙、南京反對上海會議所擬方案，謂黨政根本問題應由本黨多數討論，非十餘代表所能商

決。

丙、粵方代表通電，此次會議重大職務在使自由意志充分表現。

丁、京粵代表及胡漢民不滿於南京前所發表消息（即某中委談話）。

戊、國府會議議決國有鐵路客票加價一成賑災。

１０﹐３１（九，二一）

甲、京粵代表第五次會議（一）國府主席不負實際政治責任，任期二年，（二）廢除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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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會議，（三）行政院等於責任內閣，立法、司法等院不與生連帶關係，（四）每二年內召

集國民代表會議一次，（五）部長人選不限黨員，（六）休會二日（由京方代表回京接洽）。

乙、胡漢民發表談話，對和平表示悲觀。

丙、日政府照覆我國，拒絕十一月十六日前撤兵，希望中國贊助日本方針，商談確立正常

關係之基礎大綱協定。

丁、日人唆使匪軍淩印清進犯逯藎煞稅埔賄M犯通遼。

戊、張學良自南京乘飛機回北平。

己、開灤煤礦罷工。

１０﹐？（九，？）張嘉森（君勱）、張東蓀、湯薌銘（住心）、胡汝麟（石青）、王敬

芳（摶沙）、陳博生在北平發起組織「中國國家社會黨」（原擬組憲政黨）。

１１﹐１（九，二二）

甲、我國致國聯牒文，駁十月二十六日之日本聲明書，請嚴促日本遵行國聯決議案。

乙、國府派顧維鈞、張作相、吳鐵城、張群、羅文榦、湯爾和、劉哲為接收東北失地委員

，顧為委員長。

丙、日本外相幣原令天津總領事桑島主計阻止天津日軍憲，停止擁立溥儀（宣統）計劃。

丁、日軍鐵甲車飛機助蒙匪，轟擊通遼。

戊、日軍提取瀋陽、牛莊鹽稅三百萬元。

己、蔣中正談話，反對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混合開會。

庚、中共中央、共產青年團中央函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致賀。

１１﹐２（九，二三）

甲、粵方代表談話，如蔣中正下野，擬請其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乙、蔣中正在國府紀念週講演，痛斥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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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蔣中正與張繼、張人傑、陳銘樞、吳鐵城等會商京粵合作問題。

丁、中央通令青島漢口等地當局，嚴防日人尋釁。

戊、國聯理事會主席白裏安駁覆日本１０﹐２６聲明書。

己、東京參直靜恐浦貢咀邊M攻北滿（１１﹐５再命聽從參摯傞 L指揮）。

庚、張海鵬佔泰來鎮，再向黑龍江進迫。日本繼續向洮南增兵。

辛、受日人指使侵擾逯葜 R倭櫨∏灞磺堋

壬、日本改遼寧省為「奉天省」。

癸、杭州太平洋國際學會閉會。

子、土肥原與溥儀會晤，商赴東北建國事（約兩日後，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高友唐奉命晤

溥儀，許以恢復優待條件）。

１１﹐３（九，二四）

甲、我國照會國聯，日軍悍不撤退，應請有所舉動。中國政府在軍事佔領壓迫之下，絕對

不允開始談判。

乙、胡漢民談話，指責蔣中正昨日講演。

丙、國務會議：（一）設置獎學金額，（二）任劉文島兼駐奧公使。

丁、贛東紅軍攻鉛山被拒退。

１１﹐４（九，二五）

甲、日軍沿洮昂鐵路北攻江橋，為黑龍江軍吳松山旅擊退，日飛機在大興站投彈。

乙、日外相覆美使，日軍決不再向逯莘矯嬉苿印

丙、粵方代表發表談話，駁蔣中正二日講演。

丁、第十九路軍自江西到南京。

戊、吳佩孚在蘭州又委川軍鄧錫侯部師長黃隱為甘肅民政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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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九，二六）

甲、晨六時，日軍再攻洮昂線江橋，由張海鵬軍衝鋒，日軍千五百人繼進，均被吳松山旅

擊退。

乙、施肇基要求國聯制裁日軍進攻黑龍江。

丙、美國務卿史汀生照會日本要求依照國聯理事會決議，和平解決滿洲爭端。

丁、張宗昌應張學良召，自大連到北平，表示不為日人利用。

戊、溥儀在天津召集陳寶琛、鄭孝胥、胡嗣瑗、袁大化、鐵良會商赴東北事（陳反對，鄭

贊同）。

１１﹐６（九，二七）

甲、晨三時，日軍及張海鵬軍攻佔江橋，我軍退大興站三間房。十時我軍範崇穀、吳松山

等旅反攻，擊潰張海鵬部，日飛機在昂昂溪投彈。

乙、日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代表林義秀少佐要求馬占山讓黑省主席與張海鵬。

丙、東京參直靜克匐姳咀狽拿睿壞糜庠椒佬 l南滿鐵路關東州範圍。

丁、瀋陽偽維持會袁金鎧、於沖漢等宣佈定本月十日執行全省政權，與張學良及國民政府

斷絕關係。

戊、土肥原在天津以果筐致送炸彈，威脅溥儀。

己、國聯理事會主席白裏安勸告中日停止戰爭，勿擴大事態。

庚、京粵代表第六次會議，（一）設立財政委員會，以行政院長兼主席，（二）軍費用途

以國防及剿匪為限。

辛、第四十一師張振漢、新二旅劉培緒克湖北潛江，敗紅軍賀龍、段德昌。

壬、任命穀正倫為憲兵司令。

癸、英美報紙披露日本前首相田中奏摺，日外務省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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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九，二八）

甲、黑龍江軍吳松山、張殿九旅擊敗日軍，奪回江橋。

乙、外交部覆白裏安聲明遵從國聯決議，請採取有效措置，遏止日軍侵暴行為。

丙、東北民眾救國請願團過南京到上海。

丁、京粵代表第七次會議：（一）京粵雙方以合作精神分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甲、開

會時發表通電表示本黨統一，乙、一切提案，均交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南京開第一次會議

時

處理，丙、中央委員候選人由雙方協商，丁、由四屆第一次會議改組國民政府，（二）蔣主

席

下野電及粵府取消電無須發表，（三）政治糾紛均由中執會解決，（四）推代表向雙方報告，

（五）通電各界及各黨部報告經過。

戊、「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葉坪舉行（通過政綱、憲法、

土地法、勞動法、經濟政策、紅軍問題等案，選舉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朱德、

瞿

秋白、鄧發、張鼎丞、陳紹禹、彭德懷、賀龍、孔荷寵、林彪、王稼薔（稼祥）、關向應、

方

志敏、任弼時、沈澤民、譚震林、曾山、夏曦、劉少奇、鄧子恢、羅炳輝、陳毅、張雲逸、

徐

特立、阮嘯仙等六十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發表

對

外宣言，改瑞金為瑞京）。

己、鄂豫皖蘇維埃區第二次大會組織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紅軍第四方面軍成立（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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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司令員，陳昌浩任總政治委員，轄第四、第二十五軍共三萬人，另赤衛軍二十餘萬）。

１１﹐８（九，二九）

甲、夜十一時土肥原策動天津漢奸暴徒張璧、李際春等千餘分三路自日租界襲攻河北省政

府及公安局，日軍開砲助之。

乙、嫩江日軍敗退，戰事暫停。

丙、日本代表林義秀第三次要求黑龍江代主席馬占山引退。

丁、各地民眾募款接濟馬占山軍。

１１﹐９（九，三０）

甲、天津軍營因日方要求，撤退至離日本租界三百米突地，漢奸暴徒一度攻佔省政府。

乙、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討論第四次代表大會事宜，推蔣中正、戴傳賢、于右任、林

森、蔡元培為大會主席團，葉楚傖為秘書長。

丙、「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告全國工人與勞動民眾書及對外宣言，號召全國

勞苦群眾，推翻國民黨的統治，聯合世界被壓迫民眾，推翻帝國主義者的統治，驅逐日本出

中

國。

１１﹐１０（一０，一）

甲、天津暴徒仍在各處滋擾，張學良增調二旅開津（暴徒主腦張璧逃赴瀋陽）。

乙、日軍艦開向天津，並在塘沽開砲。

丙、溥儀得日本關東軍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之助，秘密離天津走大沽，鄭孝胥、鄭垂父

子同行（１１﹐１３到營口）。

丁、瀋陽偽政府成立，袁金鎧為主席，于沖漢為自治指導部長，宣佈與南京、北平斷絕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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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外交部向日政府抗議日軍侵黑龍江。

己、甘肅主席馬鴻賓恢復自由，離蘭州。

庚、上海百六十餘同業公會宣言擁護和平統一。

１１﹐１１（一０，二）

甲、日軍及暴徒續擾天津。

乙、馬占山通電聲明絕無與俄密約，為自衛計，堅決支持。

丙、美國務卿史汀生令駐英大使道威斯於國聯理事會開會期間前往巴黎。

丁、中央執委會臨時會議閉幕（一）發佈實現團結通電，（二）通過財政委員會組織大綱

及人選，（三）選任施肇基、鈕永建為國府委員，（四）電獎黑龍江馬代主席占山。

１１﹐１２（一０，三）

甲、日關東軍司令本莊之代表林義秀限馬占山於正午退出龍江，並解散所部軍隊。

乙、午後二時，日軍天野、長穀二旅團、森連一守備隊三路進攻江橋，與馬占山部（萬五

千人）激戰，七時，被前敵總指揮範崇穀、旅長吳松山、張殿九擊退。

丙、趙試詡仲 e縣設吉林省政府（衛隊團長馮占海助之。時代理吉林邊防長官李振聲、

代理護路司令丁超不許其在哈爾濱設立）。

丁、天津形勢緩和。

戊、白裏安再勸中日停止軍事行動。

己、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于右任主席，蔣中正講演。

庚、西北行營主任楊虎城派第十七師長孫蔚如率兵入甘平亂。

辛、第七十七師羅霖克江西蓮花。

１１﹐１３（一０，四）

甲、程志遠騎兵旅加入洮昂路戰線，日軍兩次衝鋒攻大興，均被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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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日艦九艘到漢口，日軍演習巷戰。

丙、外交部覆白裏安，聲敘日軍暴行擴大，並歡迎中立視察員。

丁、四全代表大會開預備會，加選主席團四人。

戊、溥儀乘日艦自大沽到營口，鄭孝胥、鄭垂父子同行（約一週後，赴旅順）。

１１﹐１４（一０，五）

甲、洮昂線日軍正面側面同時進攻，我軍團長沙勝貴受傷，薛奇功陣亡，湯池第一線被突

破。

乙、日領事清水離齊齊哈爾赴哈爾濱。

丙、外交部駁日本對天津暴動之無理抗議（日本要求我軍撤出天津）。

丁、四全代表大會（一）慰問黑龍江將士，（二）發表對外宣言，請國際聯盟及非戰公約

、九國公約簽字國制裁日本，並宣示準備以實力收復東北失地。

１１﹐１５（一０，六）

甲、日軍猛攻嫩江湯池、麻姑溪、三間房，我軍堅決抵抗，竟日戰事未停。本莊再要求馬

占山撤軍回龍江，限明日答覆。

乙、河北省府主席王樹常親到天津日軍司令部，接受日方全部要求（晚間仍有便衣隊出現

，日軍復開機槍向華界掃射）。

丙、佔據甘肅蘭州之雷中田等通電請吳佩孚出山。

１１﹐１６（一０，七）

甲、國際聯盟理事會在巴黎第三次開會，討論中日問題（開幕後，即改開秘密會議，未提

上月二十四日決議）。

乙、日軍以坦克車重砲猛攻大興三間房，龍江日領事及僑民均撤。

丙、日本陸相南次郎表示，關東軍無意佔領黑龍江，但須驅逐馬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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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河北省主席王樹常覆天津日領事，允撤退天津駐軍。

戊、四全代表大會通過對日問題專門委員人選。

１１﹐１７（一０，八）

甲、馬占山覆本莊繁，允撤兵至龍江，但日軍亦須退出黑龍江境外。

乙、張發奎自上海電廣州，請准率所部離桂，北援黑龍江（李宗仁等初不允）。

丙、外交部通告各國否認東北一切非法組織。

丁、國聯續開秘密會議，商折衷方案，中日代表均未列席。

戊、四全代表大會通過國民生計及國民教育案。

己、廣東非常會議通電表示統一，惟對蔣中正仍有不滿。

庚、國府正式任命馬占山為黑龍江省政府主席。

辛、擾亂天津之便衣隊指揮馬龍章被捕。

１１﹐１８（一０，九）

甲、日軍大隊猛撲我湯池麻姑溪右翼防地，同時進攻大興三間房正面防線，由多門師團長

指揮（共一萬七千人）。我吳松山、程志遠、範崇穀、張殿九旅分頭抵禦。馬占山主席率衛

隊

增援，力戰不支，下令退卻，昂昂溪失守。

乙、張學良令所有黑省及附近軍隊均歸馬占山節制。

丙、外部因本莊向黑省提出無理要求，特向日抗議。

丁、四全代表大會議決一年以內禁絕鴉片。

戊、廣州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

己、恭親王溥偉失意，自瀋陽回大連。

１１﹐１９（一０，一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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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上午十時半日軍陷齊齊哈爾（龍江），馬占山沿齊克路退克山。

乙、日本駐俄大使廣田要求蘇俄外長李維諾夫發表聲明不援助馬占山，並勿以中東路供中

國弑

丙、日本致國聯覺書，謂縱使日僑獲有保障，亦不撤兵，並請派員調查中國各項弱點。

丁、蔣中正在四全代表大會報告，決心北上，效命黨國。

戊、四全代表大會通過軍備及國防案。

己、廣州四全代表大會推選孫科、鄧澤如、蕭佛成、經亨頤、李宗仁、李揚敬等為主席團

。

庚、京平航空公司濟南號在濟南開山觸山被燬，機師一人及乘客詩人徐志摩均死之（志摩

年三十六歲）。

辛、紅軍第七軍長李明瑞被殺消息傳出（李死於八月）。

１１﹐２０（一０，一一）

甲、四全代表大會：（一）請蔣中正迅即北上，保衛國土，收復失地，（二）通過對日外

交方針案。

乙、廣州四全代表大會議決（一）休會以待胡漢民、汪兆銘回粵，（二）責令張學良恢復

失地，（三）獎馬占山盡職守土。

丙、日軍自龍江東進，進擊馬占山軍至泰安。

丁、李維諾夫向廣田聲明，中東鐵路完全保持中立，並重申嚴守不干涉政策。

１１﹐２１（一０，一二）

甲、國聯理事會公開會議，日代表芳澤謙吉正式建議派遣調查團，我代表施肇基要求儘先

撤兵（時各國有對日施行經濟制裁之議）。

乙、四全代表大會議決中央執行委員定為七十二人，候補四十八人，中央監察委員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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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候補十六人，第一、二、三屆中央執監委員一律連任，加選周佛海等十八人為執行委員，

張學良等六人為監察委員。

丙、陳銘樞就京滬衛戍司令職。

丁、馬占山到海倫。

１１﹐２２（一０，一三）

甲、四全代表大會議決召開國難會議。

乙、張學良宣稱，非日本撤兵，不能議及其他。

丙、日軍自瀋陽向西開動。

１１﹐２３（一０，一四）

甲、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發表宣言，對外捍禦強侮，為正義和平奮鬥，

對內刷新政治，樹民族自強之基。蔣中正致詞，以諸葛亮、岳武穆自比。

乙、廣州四全代表大會否認上海和會以第一、二、三屆中委為四屆中委之決定，堅持蔣中

正下野，解除其兵柄，開除其黨籍，反對者（汪兆銘、孫科派）二百餘人退席。

丙、國府任命顧維鈞代理外交部部長（二十八日改署理）。

丁、美國務卿史汀生要求日本勿攻逯蕁

戊、國聯理事會將決議草案送達中日政府。

己、外交部駁覆日本對於天津事件之照會。

庚、向政府自首之共產黨要人顧順章之全家在上海被共產黨人（

周恩來）謿ⅰ

１１﹐２４（一０，一五）

甲、外交部訓令施肇基，請國聯注意在盟約下，應對日本採取之切實制裁辦法。

乙、日外相幣原向美國務卿史汀生保證日軍不進攻逯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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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日軍司令本莊宣稱東三省不准有兩政府，決於短期內消滅逯菡府。

丁、日軍合蒙、鮮匪進攻新民。

１１﹐２５（一０，一六）

甲、顧維鈞電施肇基向國聯提議設逯葜辛^。

乙、美國務卿史汀生贊同派遣中立調查團。

丙、日軍陷新民，並勾結鬍匪攻佔盤山。

丁、外交部駁覆日本對於黑龍江事件之照會。

戊、胡漢民、伍朝樞自上海赴廣州，調停四全代表大會糾紛。

１１﹐２６（一０，一七）

甲、國聯理事會秘密會議，商劃逯轂櫓辛^域，決先派遣視察員前往研究，即由白裏安

函中日代表詢問意見。

乙、日軍進向逯蕁

丙、天津奸徒再度滋事，日軍徹夜砲轟華界。

丁、上海學生萬人到國民政府請願，發生糾紛，相持竟日。北平清華大學學生亦到。

１１﹐２７（一０，一八）

甲、施肇基覆白裏安，同意派遣視察員赴逯蕁

乙、國聯警告日本勿攻逯蕁

丙、日本參直靜窟 B電本莊繁，嚴令撤退進向逯葜 P東軍。

丁、北寧路日軍繼續西進至唐家窩堡。

戊、天津日軍繼續砲轟華界，並要求我退出二十裏外，取消敵對行為，停止河北軍事行動

，禁止反日邉印

己、日本艦隊向天津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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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張景惠派英順自哈爾濱赴龍江籌設維持會，並截留匯寄馬占山款銀。

辛、蔣主席接見上海請願學生。

壬、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並選毛澤東

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朱德為軍事人民委

員

兼工農紅軍總司令，王稼薔為外交人民委員，項英兼勞動人民委員，張國燾兼司法人民委員，

鄧子恢為財政人民委員，張鼎丞為土地人民委員，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周以采為內務人

民

委員，何叔衡為工農檢查委員，鄧發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１１﹐２８（一０，一九）

甲、日代表芳澤覆白裏安，不同意國聯派遣視察員赴逯蕁

乙、北寧路日軍後撤，逯菪蝿菥徍停診 w機續在打虎山、溝幫子等處投彈。

丙、天津日軍繼續砲擊華界，並一度衝出租界。

丁、外交部抗議日軍砲轟天津。

戊、莫斯科接到外蒙宣言，謂外蒙與蘇聯永久友好，必要時願赴蘇聯之急難。

己、上海工會代表晉京請願，請蔣中正主席北上收回失地，退出國聯。

１１﹐２９（一０，二０）

甲、施肇基出席國聯理事會決議案起草會，堅持日本限期撤兵。

乙、日代表芳澤函白裏安，要求逯萑 A軍退入關內。

丙、日代辦矢野訪張學良，要求撤退逯蘺 v軍。

丁、各國武官在逯輹商中立區問題。

戊、日軍繼續砲擊天津，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樹常下令撤兵，南市無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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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胡漢民偕孫科自香港到廣州。

庚、蔣中正電汪兆銘，請粵方同志入京。

辛、中國革命行動委員會（第三黨）主席鄧演達在南京被處死刑，年四十一歲（１８９１

至１９３１）（一作１２﹐２８）。

１１﹐３０（一０，二一）

甲、天津我軍（保安隊）撤退，日兵入華界搜查，並要求我員警全數撤退。

乙、日本對國聯表示設立逯葜辛^域事，不許第三者幹預，並要求東省剿匪權。

丙、顧維鈞就外交部部長職，當即接見日使重光葵，談判三小時。

丁、蔣主席頒發外交手令，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

戊、國府改贛豫鄂三地總司令行營為綏靖公署，仍以何應欽（１２﹐３改為朱紹良）、劉

峙、何成濬為主任。總司令部正式結束。１１﹐馬仲英在新疆哈密戰敗，東返甘肅安西、玉

門

、敦煌（明年再入新疆）。

１２﹐１（一０，二二）

甲、外交部人員談，各國不允派兵駐逯藎辛^名詞不適用，我軍自不撤退。

乙、日本內閣總理若槻辭職，犬養毅繼任（１２﹐１１？）。

丙、日本續向天津增兵。

丁、廣州四全代表大會由胡漢民調停，照滬案選舉中委，但仍須蔣中正下野，解除兵柄，

否則在粵成立中央黨部。

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頒佈「婚姻條例」。

１２﹐２（一０，二三）

甲、國聯理事會以新決議草案徵求中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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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施肇基出席國聯秘密會，反對中日直接交涉。

丙、日方表示華軍須撤入關內，並撤銷逯葜≌府。

丁、新民日軍又向西開進，飛機偵察逯藎瑏 K增兵山海關。

戊、北平燕京大學生到京請願。

己、陝軍第十七師孫蔚如部攻佔甘肅會寧，俘雷中田（甘肅保安總司令）部師長王家曙。

１２﹐３（一０，二四）

甲、日本反對國聯新決議案，中國表示如國聯能保障日本撤兵及設置中立區後日本不藉口

剿匪等名義重行侵略，即準備接受決議案。

乙、日使重光再訪顧維鈞。

丙、廣州四全代表會因選舉中央委員，發生爭執。前退席代表在上海（大世界遊戲場），

由汪兆銘主持，亦選出中央委員唐生智等十人，請粵備案。

丁、北平請願與示威（北大）學生約千人到京。

戊、李景林卒於濟南，年四十七歲。

１２﹐４（一０，二五）

甲、外交部訓令施肇基絕不接受日本所提設立逯葜辛^案。

乙、日參事矢野再要求張學良將軍隊撤入關內。

丙、施肇基因巴黎華僑不滿，電請辭職，外交部長顧維鈞亦表示消極（各方反對中立區案

）。

丁、國聯理事會決向日本詢問：（一）「剿匪」之限度，（二）中立區界線之劃定。

戊、日軍砲擊營口。

己、北平學生佔據前門車站，要求進京，交通阻斷。

庚、廣州四全代表大會選白崇禧等為中央執行委員，唐紹儀等為監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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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一０，二六）

甲、國府明令禁止學生來京請願。

乙、北京大學來京學生示威團散佈傳單，高呼「打倒賣國政府」等口號，被捕百餘人（中

央大學生亦毆打該校秘書長）。

丙、胡漢民等通電，堅持蔣中正去職，並解除兵柄。

丁、盛傳日軍將再進攻逯蕁

戊、南昌行營獲悉駐寧都之第二十六路軍受共產黨煽動，電令該軍參珠 L趙博生嚴緝劉振

亞、袁漢澄等（時該軍總指揮孫連仲在上海，趙、劉等均為共產黨，該軍共產黨計劃文件落

入

南昌行營）。

己、蘇區中央局決擴大紅軍。

１２﹐６（一０，二七）

甲、廣州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胡漢民主席致詞。

乙、北京大學學生被軍隊強迫離京回平。

丙、濟南學生要求進京，阻斷津浦鐵路交通。

丁、武漢學生到京請願。

戊、各大學校長以學生自動入京，紛紛請辭。

１２﹐７（一０，二八）

甲、國聯理事會決放棄逯葜辛^計劃，請日本維持現狀。

乙、張學良向日本參事矢野表示願自行撤退逯蘺 v軍。

丙、日本在哈爾濱開工建飛機場。

丁、北平前門火車站經學生三晝夜之佔據，路局允為撥車咚瓦M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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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電學生家長召回學生。

己、廣州組織中央黨部，劉紀文為秘書長。

庚、廣州國府以伍朝樞繼林雲陔為廣東省政府主席，林雲陔繼許崇清為中山大學校長。

１２﹐８（一０，二九）

甲、日外務省聲明必要時將派兵至東省任何部分，軍部宣言反對維持逯莠 F狀。

乙、國府發佈告全國學生書，聲明政府無不可告人事，毀壞紀律，違反法令，為國家罪人

。

丙、南京學生遊行，對政府示威。

丁、國務會議通過廢田還湖辦法。

戊、赤色國際工團聯合會號召世界工人團結對日。

１２﹐９（一一，一）

甲、外交部訓令施肇基要求根本刪除國聯理事會決議案內之剿匪案，並舉行公開會議。

乙、上海學生以平、京學生來滬代表無端被便衣隊毆捕，搗毀市黨部，包圍市政府，要求

懲處公安局長陳希曾、市黨部委員陶百川，市長張群均接受照辦。

丙、南昌行營專機攜蔣委員長手令到寧都，命第二十六路軍參珠 L趙博生逮捕軍中之共產

黨人，趙博生即派袁漢澄與紅軍聯絡，中共即委該軍旅長季振同、董振堂為紅軍第五軍團總

副

指揮，命紅四軍協助。

丁、南京學生總罷課。

戊、周龍光代張學銘任天津市長。

己、雷中田離蘭州，陝軍孫蔚如部入城。

１２﹐１０（一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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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國聯理事會議決：（一）九月三十日決議仍有效；（二）不得採發生戰爭及損傷生命

行為；（三）派遣代表團調查東北事件，但不干涉中日交涉及軍事行動；（四）下次會期定為

一月二十五日。

乙、施肇基聲明八項保留。

丙、馬占山與張景惠會於松浦（張請馬諒解其赴黑主政）。

丁、汪兆銘發起國民救國會議。

戊、孫科、伍朝樞、李文範、陳友仁自粵到滬。

己、北平濟南安徽學生到京聯合遊行請願。

庚、太原學生包圍省政府，要求專車進京請願。

辛、杭州學生遊行示威，搗毀浙江省黨部。

壬、上海學生在市政府組織民眾法庭，審訊昨日毆捕學生之人犯。

癸、紅軍彭德懷部攻贛州未下。

１２﹐１１（一一，三）

甲、中央設立特別教育委員會，處理學生請願事件。

乙、南京學生舉行抗日總示威遊行，高呼「打倒國民黨」等口號。

丙、國府公佈金融短期公債八千萬元條例。

丁、國府免監察院委員袁金鎧職。

１２﹐１２（一一，四）日本增兵山海關。

１２﹐１３（一一，五）

甲、西北航空今日由上海試航新疆。

乙、大達公司大德輪在南通江面失火。

丙、日本政友會犬養毅內閣成立，自兼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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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４（一一，六）

甲、駐江西寧都之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一萬餘人由參珠 L趙博生、第二十五師旅長董

振堂、季振同、劉振亞率領叛變（１９３２﹐１﹐１？）。

乙、逯萑 A軍一部向山海關內撤退。

丙、教育部通令各校，禁止學生來京請願。

丁、上海大批學生進京示威。

１２﹐１５（一一，七）

甲、北平來京學生「示威團」搗毀外交部，並毆打蔡元培、陳銘樞於中央黨部（學生被捕

十一人，即釋放）。

乙、國務會議議決：（一）改組蘇浙贛省政府，以顧祝同為江蘇主席，魯滌平為浙江主席

，熊式輝為江西主席。（二）任命邵力子為甘肅省政府主席，賀耀組為甘寧青三省宣慰使。

丙、蔣中正辭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職，由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照準，推林森代理

主席，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長。

丁、臧式毅就任偽「奉天」省長。

１２﹐１６（一一，八）

甲、國府准張學良辭海陸空軍副司令，改任為北平綏靖公署主任。

乙、戴傳賢宋子文辭特種外交委員會正副委員長。

丙、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處理反革命案件的手續和建立司法機關的暫行程式」。

１２﹐１７（一一，九）

甲、北平上海學生在南京舉行聯合示威，再鬧中央黨部，搗毀中央日報社，軍警逮捕學生

數十人，一人落水溺斃。

乙、上海各中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舉行大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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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孫科、伍朝樞、鄒魯、李文範、陳友仁、顧孟餘、陳公博、唐生智等自上海到京。

丁、共產黨佔皖南婺源。

戊、日本內閣通過陸相荒木貞夫提議，將東北四省劃入日軍綏靖區。

己、日本國會通過向關東軍致敬案，天皇下詔書慰勉。

１２﹐１８（一一，一０）

甲、日政府發表聲明書，決討伐遼西散兵及逯蒈姡瑏 K自日本調軍二師團赴滿洲。

乙、美國再度通告日本，盼尊重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之義務。

丙、國府明令取締學生越軌行動。

丁、北平上海各地來京學生由軍警強制離京。

戊、西安學生搗毀省黨部。

１２﹐１９（一一，一一）

甲、本莊繁通牒逯菔≌府限於十五日內退入關內。

乙、國府通令制止學生遊行示威。

丙、太原學生包圍省黨部，糾察隊開槍，學生死一人，傷數十。警備司令部查封省黨部，

拘黨務委員。

丁、中央委員談話會，推吳鐵城為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一次全體會議秘書長。

戊、胡漢民致書日本首相犬養毅，盼即救正中日邦交障礙（犬養覆書，將以最大努力，解

除中日之危難）。

己、宋慶齡發表時局宣言。

庚、紅軍第十二軍師長龔楚自長汀到江西瑞金（即升任第七軍長，駐會昌）。

１２﹐２０（一一，一二）

甲、外交部急電國聯，請注意逯輫樂厙閯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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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唐紹儀、陳濟棠等反對蔣中正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丙、共產軍佔領福建長樂。

丁、日首相犬養派遣密使萱野長知自東京赴南京商東北問題（行前萱野曾電告居正、馬伯

援、徐瑞霙）。

１２﹐２１（一一，一三）

甲、日軍以剿匪為名積極向遼西出動，並進攻昌圖、法庫、新民一帶我軍。

乙、財政部部長宋子文、考試院院長戴傳賢辭職。

丙、國府任戴 為淞滬警備司令。

丁、李宗仁等自廣州到上海。

戊、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佔黃安，俘國軍第六十九師師長趙冠英以下五千人，得槍三千

枝（紅軍改黃安為紅安）。

己、中共中央通過「蘇區赤色工會的任務和目前工作決議」。

１２﹐２２（一一，一四）

甲、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一次全體會議（一中全會）開幕，推孫科、于右任

、丁惟汾、顧孟餘、伍朝樞、何應欽為主席團。

乙、蔣中正離南京回浙江奉化，謂決還鄉歸田，入山靜養（時胡漢民留港，汪兆銘留滬）

。

丙、顧維鈞辭外交部長，並發表東北問題宣言。

１２﹐２３（一一，一五）

甲、自營口西犯之日軍與我軍戰於田莊臺。

乙、一中全會預備會通過增加候補中央委員十八名（上海選出者），並推伍朝樞代理特種

外交委員會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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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馮玉祥、閻錫山會於太原。

丁、日本參直靜繘 Q定「支那問題處理方針要綱」，滿蒙與中國本部分離，成為獨立國。

１２﹐２４（一一，一六）

甲、日軍陷田莊臺。

乙、東京美英法三使為日軍進攻逯菔綠岢鐾海偃照府注意。

丙、日本首相犬養毅之密使萱野長知晤孫科於南京，商和平解決東北問題１日本撤兵，２

中國派員警維持秩序，３派大員（居正或鄒魯）常駐東北，４准許日本移民，５兩國正式談

判

（旋以消息外洩，日本軍部反對）。

１２﹐２５（一一，一七）

甲、日外相覆美英法照會，謂無攻逯菀猓┫Ｍ袊吠隋州駐軍。

乙、一中全會議決（一）中央政制改革案（國府主席不負實際政治責任），（二）令張學

良固守逯藎〞鮒袇薔磹 a與孫科發生爭執，孫憤而離京）。

丙、中共中央局通過「擴大紅軍問題決議案」。

丁、國軍飛機六架炸汀州之紅軍第十二軍羅炳輝部。

１２﹐２６（一一，一八）

甲、外交部通知國聯，對日軍進攻逯輵枰雜行е浦埂

乙、一中全會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法、主席選舉標準。

１２﹐２７（一一，一九）

甲、日機炸彰武、通遼、義縣。

乙、日外務省覆英法美盼對逯輪栴}採旁觀態度。

丙、孫科因陳銘樞之邀勸，自滬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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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外宣佈成立，決推翻國民黨政府，親俄反帝。

１２﹐２８（一一，二０）

甲、一中全會（一）選任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陳銘樞副之；張繼為立

法院長，覃振副之；伍朝樞為司法院長，居正副之；戴傳賢為考試院長，劉蘆隱副之；于右

任

為監察院長，丁惟汾副之。（二）推舉蔣中正、汪兆銘、胡漢民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

三）推舉胡漢民、汪兆銘、蔣中正、于右任、葉楚傖、顧孟餘、居正、孫科、陳果夫為中央

執

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乙、日首相犬養毅聲明，日本仍遵守對華門戶開放政策。

丙、日軍陷大窪。

１２﹐２９（一一，二一）

甲、共產國際訓示中共，推翻國民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民族革

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

乙、日軍陷盤山，前隊抵大淩河。

丙、一中全會閉幕。

丁、中央政治會議決議（一）特任李文範為內政部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何應欽為軍政

部長，陳紹寬為海軍部長，陳銘樞兼交通部長，朱家驊為教育部長，羅文榦為司法行政部長，

黃漢樑署財政部長，陳公博為實業部長，葉公綽為鐵道部長，石青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劉

瑞恆為禁煙委員會委員長。（二）特任朱培德為參摯傞 L，李濟琛為訓練總監，唐生智為軍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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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長。

戊、中央常務委員會推吳鐵城、邵元沖、張知本、周啟剛為組織、宣傳、民眾邉印⒑Ｍ

黨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己、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發佈統一財政令。

１２﹐３０（一一，二二）

甲、逯菸臆婇_始後撤。

乙、外交部為日軍西犯，對日提嚴重抗議，並電國聯從速阻止。

１２﹐３１（一一，二三）

甲、國府再令張學良堅守逯蕁

乙、日軍陷溝幫子。

丙、俄外長李維諾夫向日本駐法大使芳澤謙吉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３２──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壬申

１﹐１（一一，二四）

甲、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孙科等就职。

乙、广州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宣布撤销，改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

西南军事委员会。

丙、外交部长陈友仁发表东北问题宣言。

丁、驻锦州之东北军全部西撤，辽宁省政府移滦州。

戊、中国宪政党总部徐勤等通电主取消党治，对日备战。

１﹐２（一一，二五）

甲、日军陷锦州（我在辽宁之最后行政权力消灭）。

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结束特种外交委员会。

丙、福州日本领事及军舰舰长撕毁抗日标语，与学生冲突，群众向省政府请愿严重交涉。日

领事亦要求取缔抗日工作，否则自由动作。

１﹐３（一一，二六）

甲、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宣言，东北非东北人之东北，应以全国力量抵抗。

乙、外交部向日本公使抗议昨日福州事件。

丙、福州日本小学教员夫妇二人被日籍台湾人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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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蔷、项英、朱德、彭德怀、林

彪、邓发、龚楚等，周为主席）以季振同为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兼第十三

军长，董振堂为第十四军长，黄仲岳为第十五军长，萧劲光为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

部主任。

戊、第四军由吴奇伟率领自南宁开拔北上。

己、冯玉祥应孙科之请，自泰山到南京。

１﹐４（一一，二七）

甲、汪兆铭谈话，主均权共治，请蒋中正、胡汉民早日入京。

乙、日军由锦州西进绥中。

丙、福州日军舰水兵登陆示威。

１﹐５（一一，二八）

甲、陈铭枢电促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入京，实行团结御侮。

乙、孙科宣布大政方针。

１﹐６（一一，二九）

甲、美国务卿史汀生与英法两使商东北事件，主二国作进一步之合作。

乙、国府派蒋光鼐为京沪卫戍司令官。

丙、中央常务会议决议以居正代理司法院长。

丁、日本陆、海、外三省会商，决定满蒙与中国本部分离，自成一新国家。

１﹐７（一一，三０）

甲、美国务卿史汀生，对中日声明，任何事实上之情势或中日所订立条约协议之有损美国人

民条约权利者以及违反门户开放政策及非战公约者，均不承认（并以此照会通知九国公约签

字国）。

乙、张景惠就任伪黑龙江省长（与马占山有谅解）。

丙、上海巿长吴铁城就职。

丁、汪兆铭辞国府委员及中政会常委职。

戊、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携满蒙新国建立草案返东京。

己、中共中央局通过周恩来之【关于苏区肃反行动的决议】，对毛泽东有所指摘。

１﹐８（一二，一）

甲、英外部声明无与美国采取同样对日步骤之必要。

乙、外交部否认所谓一九０五年中日密约（即所谓【议定书】）。

丙、韩人李奉昌谋刺日皇，不中。

丁、国府明令取消新闻检查。

１﹐９（一二，二）

甲、共产党中央会议决定攻占政治中心都巿，将各苏维埃区打成一片（坚决执行进攻政策）。

乙、孙科到上海，商政局。

丙、德国宣布停付赔款。

１﹐１０（一二，三）

甲、新任日外相芳泽谦吉在沈阳召开会议。

乙、中央大学学生殴打新任校长桂崇基。

１﹐？黄埔军校毕业生贺衷寒、桂永清等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从事反共、反日。

１﹐１１（一二，四）

甲、何应钦、张继由上海赴奉化晤蒋中正。

乙、魏怀就任国府文官长，吕超就任参军长。

丙、英国宣称无与美国共同发出对日通牒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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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一二，五）

甲、青岛日人暴动，毁捣巿党部及民国日报（为刊载１﹐９日皇被刺事）。

乙、两广将领陈济棠等通电，剿匪与抗日并进。

丙、苏俄驻日大使访日首相犬养商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１﹐１３（一二，六）

甲、蒋中正自奉化到杭州，黄郛亦自上海至。

乙、财政部长黄汉梁辞职（以宋子文系不与合作）。

丙、红军攻占江西会昌。

１﹐１４（一二，七）

甲、国联调查团成立（由英国李顿、美国麦考益、法国克劳德、义国马柯迪、德国希尼组成，

哈斯为秘书长）。

乙、外交部覆１﹐７美国照会，声明绝无与日本订约之意。

丙、外交部抗议青岛日人暴行。

丁、中央常会决议成立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委员会，以于右任、冯玉祥等十三人为委员。

戊、芳泽谦吉任日本外务省大臣。

１﹐１５（一二，八）

甲、陈铭枢到杭州晤蒋中正，于右任到香港晤胡汉民。

乙、伪东北交通委员会改关外之北宁铁路为奉山铁路。

丙、张景惠、马占山及臧式毅、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之代表会于哈尔滨，决成立东北行政

委员会。

１﹐１６（一二，九）

甲、汪兆铭到杭州，晤蒋中正（汪曾自沪电促胡汉民回南京）。

乙、日本答复１﹐７美国照会，谓九国公约之适用须视环境如何而定。

丙、日本对英声明，对东三省无领土野心，仍遵守九国公约。

１﹐１７（一二，一０）汪兆铭、蒋中正电促胡汉民北上（胡婉辞）。

１﹐１８（一二，一一）

甲、上海日僧五人与三友实业社工人在马玉山路冲突被殴（１﹐２４死一人）。

乙、国民政府发布召集国难会议令。

丙、派颜惠庆为出席国联会议代表。

丁、孙科到杭州晤蒋中正，未得要领。

１﹐１９（一二，一二）

甲、派顾维钧参加国联调查团（日本为驻土耳其大使吉田茂）。

乙、行政院决议，政费减为五成。

丙、广州中央委员通电说明西南执行部、政委会、军委会三机构系遵照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决议案设置。

丁、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进攻河南潢川，败第二师黄杰、第十二师于亚港。

１﹐２０（一二，一三）

甲、上海日人暴动，焚毁三友实业社工厂，巿长吴铁城向日领事抗议。

乙、外交部抗议日军阻碍北宁铁路交通。

１﹐２１（一二，一四）

甲、蒋中正、汪兆铭自上海到南京。

乙、上海日总领事村井仓松向吴铁城道歉，允惩凶赔偿，对日僧被殴则要求缉凶并取缔抗日

团体（共四项）。

丙、英人李顿被推为国联调查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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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黄郛、张嘉璈、张耀曾、黄炎培、冷遹、江恒源、李伯申等商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

出版【复兴】月刊。

１﹐２２（一二，一五）

甲、日第一先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向上海巿政府要求立即解散抗日救国会及其它反日团体，

否则将采适当手段。

乙、京沪卫戍司令官陈铭枢在上海召集第十九路军将领会议准备应付日军挑衅。

丙、蒋中正、汪兆铭、孙科在南京会商时局。

１﹐２３（一二，一六）

甲、日舰续到上海，日政府令日领事要求解散抗日会。

乙、国府紧急会议，讨论对日问题，命上海巿长吴铁城制止民众反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将

第十九路军于五日内调离上海，派宪兵第六团接防。

１﹐２４（一二，一七）

甲、外交部长陈友仁声言政策不行，辞职赴沪。

乙、中央大学教授停课索薪。

１﹐２５（一二，一八）

甲、国联理事会开会，讨论请中日政府制止上海危机。

乙、行政院长孙科辞职赴沪（以财政无办法，蒋、汪又均不支持）。

丙、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接济东北义勇军邓铁梅、项青山等）。

１﹐２６（一二，一九）

甲、上海日领事村井对巿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复。

乙、颜惠庆代表在国联大会发言，指责日本破坏国联决议案。

丙、行政院会议议决（一）国难会议展期，（二）任命任鸿隽为中央大学校长（未就）。

１﹐２７（一二，二０）

甲、上海巿政府接受盐泽要求，下令取消抗日救国会及其它抗日团体，民国日报暂行停刊。

乙、日陆战队在上海浦东登陆。

丙、美照会日本，请注意上海国际利益。

丁、国联理事会秘密会议，请中日缓和沪案。

戊、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撤销特种委员会，成立外交委员会，蒋作宾为委员长。

１﹐２８（一二，二一）

甲、午后二时，上海巿长吴铁城照会日本总领事村井，接受其四项要求，允道歉，缉凶，酌

给医药及抚慰金，取缔抗日运动。上海民众学生向第十九路军请愿，勿离上海。

乙、夜十一时一刻，日本要求上海我军于半小时内退出闸北。

丙、夜十一时半，上海日海军陆战队进犯淞沪路天通庵车站与门北，我第十九路军张若嵩团

抵抗（第一次中日上海战争爆发）。

丁、日本关东军决定进兵哈尔滨。

戊、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汪兆铭为行政院长，调孙科为立法院长，以罗文干为外交部长。

己、汪兆铭、蒋中正、冯玉祥电邀阎锡山、张学良入京。

１﹐２９（一二，二二）

甲、日飞机滥炸上海闸北，商务书馆印刷厂栈房及东方图书馆被毁。

乙、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通电决心捍侮守土。

丙、蒋中正电告江西省府主席，总指挥朱绍良，决与日本死战，命对日本军舰戒备。

丁、外交部发表自卫宣言，并照会九国公约签字国，请采有效手段制止日军事行动。

戊、国联公开会议，颜惠庆请援用盟约第十五条（１﹐３０通过）。

己、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推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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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辛、汪兆铭就行政院长职。

壬、板垣征四郎告郑孝胥决建立满蒙共和国，以溥仪为总统，许郑任总理。

１﹐３０（一二，二三）

甲、国民政府宣言移往洛阳办公，蒋中正、汪兆铭等北上。

乙、蒋中正电勖革命军将士与暴日周旋。

丙、吴铁城、黄郛及英美领事与日领事村井、司令盐泽、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等商定自

本日下午六时起停战三日，俾战区人民迁避。

丁、英国通知日本，不能容许日军以上海公共租界为基地。

戊、日援军三千人到上海。

己、汕头日军舰以汕报登载朝鲜革命党人弹掷日皇事，开枪示威。

庚、北平政治分会成立，张学良等为常务委员。

辛、鄂南第二十六师郭汝栋攻占阳新龙港，团长袁祁铨等战殁，红军第十六军叶金波西南走。

１﹐３１（一二，二四）

甲、日机炸真茹电台。

乙、美英抗议日军在沪行动，谓违犯各国权益，超出防卫手段。

丙、颜惠庆报告国联，今后我当采有效自卫。

丁、孙科等电请军政部长何应钦迅速增援上海。

戊、三江镇守使李杜成立吉林自卫军，设总司令部于宾县。

己、蒋中正到徐州。

２﹐１（一二，二五）

甲、下午十一时，南京下关日舰【对马】【天龙】号向城内开炮八次，旋停（第十九路军一

队过下关，某士兵误向日舰开枪）。

乙、国民政府通电，决从事自卫。

丙、日援军四千自上海杨树浦上岸。

丁、上海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与上海巿长吴铁城，第十九路军第

七十师师长区寿年再会于英领事馆，商中日暂行停战。

戊、孙科等组织留沪中央委员办事处（原拟组临时政府，诋政府迁洛阳为出奔）。

己、第四军自南宁到全州（以饷糈无着，何键复阻其过境，不克前进）。

庚、吴佩孚自甘肃经绥远抵北平。

２﹐２（一二，二六）

甲、上海闸北激战，我军坚守阵地。

乙、美英法义向中日调停沪战，主双方军队后撤，不再增兵，停战三日，划定中立区。

丙、国际联盟理事会为上海事变召集会议，英代表 J。H。Thomas声明，英政府认为远东形

势如任其继续发展，将失去世人对国际盟约、非战公约、九国公约之信任，请理事会暂停行

动，由英美法义直接处理。

丁、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上海事件斗争纲领】

，号召总同盟罢工，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及国民党。

戊、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败国军第二、第十二等师于豫南豆腐店，占商城（进攻固始）。

２﹐３（一二，二七）

甲、日舰开始炮击吴淞口。

乙、上海巿长吴铁城向工部局及日领事抗议日军凭借租界作战。

丙、蒋中正、汪兆铭到洛阳。

丁、国联调查团自巴黎启程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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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一二，二八）

甲、日本拒绝２﹐２英美法义调停沪战提议（我接受，派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与英美等使接洽，

顾维钧协理）。

乙、日军猛攻闸北吴淞不逞。

丙、吉林自卫军李杜、丁超与日军战于双城（哈尔滨附近）。

２﹐５（一二，二九）

甲、上海中日空战，互有损伤（空军黄毓全战死）。

乙、新任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到上海。

丙、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陷哈尔滨。

丁、蒋中正自洛阳东下。

戊、国民政府令，官吏停薪，改发生活费。

２﹐６（一，一）

甲、日本援兵四千余人（第十二师团）到上海。

乙、英美向东京抗议日军利用租界为作战根据地。

丙、第十九路军上海办事处成立，办理各方捐助事宜（先后总计收到捐款九百余万元）。

丁、军事委员会成立。

２﹐７（一，二）

甲、日军海陆空军会攻吴淞，我守军谭启秀、翁照垣力拒之。

乙、日政府声明派遣陆军前往上海。

丙、林森、汪兆铭、蒋中正等电勉全国将士，作长期奋斗。

丁、冯玉祥、李济琛、朱培德电促胡汉民、孙科等赴洛阳。

戊、上海租界工部局覆巿政府，无力制止日军行为。

己、日本声明无意侵犯各国在上海之利益。

庚、上海高语罕、严灵峰、丁玲、王亚南、施存统、胡秋原、王礼锡、陈望道、樊仲云、梅

龚彬、戈公振、汪馥泉等之【著作者抗日会】成立（２﹐１０发表宣言，要求全民抗战，反

对政府之不抵抗主义，拥护第十九路军）。

２﹐８（一，三）

甲、吴淞闸北血战，我重创日军（为开战以来我军第一次大捷）。

乙、美国务卿史汀生与英外相西门磋商上海事件。

丙、国联发表上海领事团关于上海事件调查之报告。

丁、特任冯玉祥为内政部长（冯未就，改以黄绍竑继），汪兆铭兼铁道部长。

戊、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成立（３﹐１５开业）。

己、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瑞金会议，秦邦宪、周恩来、陈绍禹、张闻天、王稼祥、项英、毛泽

东、朱德、邓发、刘伯承、彭德怀出席，决定政略战略采取攻势，以抗日名义，扩大红军及

苏维埃区。

２﹐９（一，四）

甲、史汀生与英大使商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制止日本侵略行动。

乙、英使蓝浦生访罗文干，商上海事件。

丙、国联理事会开紧急会议，讨论上海事件，即宣告休会。

丁、蒋光鼐、蔡廷锴、戴 通电乞援。

戊、上海日军偷渡蕴藻滨，被我军击退。

己、日本前任藏相井上准之助被暗杀。

庚、上海日人嗾使陈中孚、陈群、任援道、王亚樵、陈友仁等谋暴动，为孙科所制止。

２﹐１０（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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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舰炮击吴淞要塞。

乙、美使覆外交部，谓已通知日本不得利用租界作战。

２﹐１１（一，六）

甲、史汀生与英外相西门于电话中商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制止日本侵略行动（翌日以所拟声

明初稿交英，西门主暂从缓）。

乙、英美法三使由京到沪，调停中日休战。

丙、于冲汉等举行满洲建国谈话会。

丁、沪战沈寂，日援军万余人续到。

２﹐１２（一，七）

甲、我出席国联理事会议代表颜惠庆要求召开大会。

乙、午前中日停战，救护战区难民。

丙、蒋中正、汪兆铭、冯玉祥在徐州会议。

丁、上海领事团关于沪战之第二次报告书在日内瓦发表。

戊、中法科学考察团自新疆返北平。

２﹐１３（一，八）

甲、汪兆铭发表谈话，主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乙、留沪中央委员电中央请迅定大计，彻底抵抗。

丙、日军偷渡蕴藻滨，竟日激战。

丁、日军第九师团司令植田谦吉到上海。

戊、汪兆铭电劝张发奎之第四军循江南东援淞沪（日海军宣称，中国如由长江运兵，将予袭

击）。

己、日苏否认订立密约。

２﹐１４（一，九）

甲、英美法义四公使在上海与日使商和平运动。

乙、外交部第三次照会英美公使，抗议日军在租界码头登岸。

丙、何应钦、陈铭枢电汪兆铭，南京日领事声言如中国军队由长江下开，日海军将予炮击，

张发奎部不宜开武汉，应入江西协助剿赤。

丁、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王赓之税警团等编为第五军，

由张治中任军长。

２﹐１５（一，一０）

甲、军事委员会电令两广出兵监视江西共产军，以便抽调兵力，增援上海。

乙、上海工部局发表声明，对日军行动不能负责。

丙、颜惠庆向国联理事会声称，如国联不允自动召集特别会议，渠即进行其召集之申请。

丁、日本增兵北宁路。

２﹐１６（一，一一）

甲、国府通电全国，准备长期抵抗。

乙、第五军开抵上海，接替第十九路军左翼防线。

丙、日增援陆军到上海。

丁、美对日军利用租界作战，再提抗议。

戊、国联理事会十二会员国拥护史汀生主张。

己、英美法等国向日本呼吁，要求停止对上海之大规模军事行动。

庚、马占山到沈阳（明日晤司令本庄）。

辛、彭德怀之红军第三团围攻江西赣州。

２﹐１７（一，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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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汤玉麟等为委

员。

乙、苏联声明否认增兵满洲边境。

丙、蒋中正、汪兆铭电中央党部，请于三月一日召开第四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

丁、日本飞机飞苏州侦察。

２﹐１８（一，一三）

甲、上海日军司令植田谦吉向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提出六项要求，限于二月二十日下午五

时前自现防线向公共租界东西两方各撤退二十公里，并将该区域内军事设施，永久卸除（同

时日总领事以同样要求照会上海巿长吴铁城）。

乙、蒋中正电第五军长张治中，始终以第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服从蒋光鼐总指挥命令。

丙、中央常会决议定于三月一日在洛阳召开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大会。

丁、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于冲汉、赵欣伯、汤玉麟等发

表宣言。

戊、马占山自沈阳回海伦。

２﹐１９（一，一四）

甲、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迫张景惠等成立伪【满洲国】筹备委员会，以溥仪为元首。

乙、国联接受颜惠庆之请求，决于三月三日召开特别会议。

丙、第十九路军长蔡廷锴及上海巿长吴铁城分别驳覆日军司令植田及总领事村井通牒，拒绝

其六项要求。外交部长罗文干亦发表宣言，声述不能接受此无理要求。

２﹐２０（一，一五）

甲、上海日军以陆海空全力向吴淞江湾闸北总攻，庙行镇战斗尤烈，中国第五军力拒。

乙、蒋中正命熊式辉、朱绍良放弃赣南，调中央军第十八军陈诚等部赴浙江（熊、朱力争）。

丙、汪兆铭通电说明上海事件，决以最后决心，为长期奋斗。

丁、特派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戊、康定兵变，旅长马骕被戕。

２﹐２１（一，一六）

甲、外交部声明，否认东三省一切伪组织。

乙、日机沿上海苏州线轰炸。

２﹐２２（一，一七）日军猛攻庙行镇，为中国第五军拒退，并炮击租界日军。

２﹐２３（一，一八）

甲、美国务卿史汀生致书参议员波拉重申不承认主义及对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指斥日

本行动。

乙、日本拒绝２﹐１６各国呼吁，指责中国为侵略者。

丙、英工党领袖发表宣言，劝各国与日本断绝经济外交关系。

丁、日机袭苏州，我民用机师美人萧特战死。

戊、红军第十二军罗炳辉占福建武平，败团队锺绍奎。

己、溥仪与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会于旅顺，力争满洲应为帝国（翌日商定以执政制为过渡）。

２﹐２４（一，一九）

甲、外交部为东北进行傀儡组织，对日严重抗议。

乙、日军败吉林自卫军李杜，占领哈尔滨。

丙、上海日军再度进攻。

丁、公布内债改订还本付息办法（展长还本限期，减低息率）。

２﹐２５（一，二０）

甲、日军对江湾至庙行全线猛攻，我军阵线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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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外交部再度照会英美法义公使，抗议日军利用上海租界作战。

丙、法国否认日法密约。

丁、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满洲国】组织大纲。

２﹐２６（一，二一）

甲、东北汉奸张景惠等开【执政推戴会议】。

乙、英美法义四国驻日大使分别通知日本外务省，要求日军不得在上海租界登陆。

丙、日机袭杭州中央航空学校。

丁、中国共产党发布煽动第十九路军及工人农人书（同时猛攻赣州）。

戊、红军第十二军罗炳辉占福建上杭、武平。

２﹐２７（一，二二）

甲、沈阳汉奸（自治指导部）举行【巿民大会】

（明日又有所谓【全满洲代表大会】）。

乙、日援军六千人续到上海。

丙、外交部照会法公使，抗议日军潜伏上海法国租界（传日军日来乘夜进入法租界，谋袭我

军右翼）。

丁、西康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在巴安将驻军缴械。

戊、上海二十六家银行组织联合准备委员会，集资五千万元，发行证券。

２﹐２８（一，二三）

甲、我军退出江湾镇。

乙、英国海军司令凯礼调停上海战事，与日使重光葵，中国代表顾维钧、郭泰祺、张群、吴

铁城会于英舰甘特号，商定停战条件五项（日政府延宕不覆）。

丙、日使照覆外交部，对赞助所谓东北独立运动，多所声辩。

２﹐２９（一，二四）

甲、东北汉奸张景惠等拥溥仪为伪【满洲国】临时执政。

乙、国联调查团到东京。

丙、国联调停沪战，先停战撤兵，再召开上海圆桌会议。

丁、美国同意与上海国际会议合作。

戊、新任上海日军司令白川义则及指挥官菱刈隆到沪。日军猛攻八字桥。

２﹐？（一，？）

甲、红军围攻江西赣县，以第三军团（彭德怀、龚楚两军）进攻县城，第一军团（朱德、林

彪）截断南北援军。

乙、陕西共产党之【陕甘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在正宁成立，谢子长、刘子丹任指挥。

３﹐１（一，二五）

甲、上海日军猛攻，并袭浏河杨林口，威胁我军侧面。

乙、昆山铁桥被炸，沪宁路阻。

丙、外交部电令驻英法美公使探询三国对中国与日本绝交态度。

丁、中国驻日使馆向日外务省抗议东三省之伪组织。

戊、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洛阳开幕。

己、三民主义力行社、中华复兴社在南京成立，贺衷寒、康泽、滕杰、邓文仪、桂永清、酆

悌、戴笠、刘健群（非黄埔生）、胡宗南、曾扩情、干国勋、李国干、周复、萧赞育、郑介

民等主之（该社由蒋中正领导，黄埔军校毕业生为干部，倡铁血救国论，人称为蓝衣社）。

庚、中共李立三自莫斯科致书政治局，承认过去错误。

３﹐２（一，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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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我第十九路军及第五军自上海前线后撤，日军占闸北真茹。

乙、上海英海军司令以日本停战基本条件四项转交我军（我未理）。

３﹐３（一，二七）

甲、吴淞我军后撤。

乙、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张治中等通电报告撤兵经过。

丙、日军进占南翔，宣告保侨目的已达，实行停战。

丁、孙科等自上海电责蒋中正、汪兆铭，声言不能同负误国之咎。

戊、国联特别大会开幕。

３﹐４（一，二八）

甲、国联特别大会请中日实行停战，并拟订日本撤兵办法。

乙、日军续向黄渡进犯。

丙、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会议开始。

３﹐５（一，二九）

甲、美国赞助国联之中日停战计划。

乙、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一）讨伐叛逆，（二）定西安为陪都。

丙、格桑泽仁在巴安组织西康建省委员会及省防军。

３﹐６（一，三０）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蒋中正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顾孟余

为铁道部长。

乙、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由国民政府以实力恢复东北失地，

并电慰第十九路军及第五军（会议闭幕）。

丙、中国接受国联中日停战决议案。

３﹐７（二，一）

甲、日机炸京沪线，并窥沪杭线。

乙、日军第十四师团到上海。

丙、国军第十八军长陈诚大败围攻赣州之红军第三军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

旋在长洛墟召开会议，检讨此次战役）。

３﹐８（二，二）

甲、日军向太仓进犯。

乙、溥仪自旅顺抵长春。

３﹐９（二，三）

甲、伪【满洲国】成立于长春，溥仪就伪执政职，年号【大同】（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

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外交谢介石，军政马占山，财政熙洽，实业张燕卿，交通丁鉴

修，司法冯涵清，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副汤玉麟，参议张海鹏、罗振玉、袁金铠、贵福，监

察院长于冲汉，立法院长赵欣伯，国务院顾问及各部顾问为日人驹井德三等）。

乙、日本向国联声明，不撤退东北之日军。

丙、日使重光葵通知外交次长郭泰祺，愿依３﹐４国联决议进行谈判（英使调停）。

３﹐１０（二，四）

甲、外交部照会日使，对东北傀儡组织绝不承认，应由日本负其全责。

乙、郭泰祺答复重光，愿进行谈判，但限于撤兵停战事件，并不附任何条件。

丙、中央常会通过巩固国防及长期抵抗案。

丁、税警团旅长王赓以沪战期间有泄露军情嫌疑，拘办。

３﹐１１（二，五）

甲、国联大会通过和平解决远东争端之决议案，支持史汀生不承认主义，授权十九人特别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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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监视日本撤兵及过去各决议案之实行。

乙、国民政府宣言，否认东北叛逆组织。

丙、胡汉民谈话，承认各党并存。

３﹐１２（二，六）

甲、颜惠庆通知国联，接受昨日之决议案。

乙、上海社会局发表沪战损失，达十四万万元。

丙、日本在上海继续增兵。

丁、日本内阁决定【满蒙处理方针要纲】，及【满蒙独立政权诱导方针】。

３﹐１３（二，七）

甲、美国务卿史汀生函国联，赞美大会决议案。

乙、共产党第十六军孔荷宠陷江西安福。

３﹐１４（二，八）

甲、中日代表郭泰祺、重光葵会于上海英总领事馆，英美法义四使参加，商停战。

乙、国联调查团到上海。

丙、特任蒋中正兼参谋总长。

３﹐１５（二，九）

甲、国联调查团李顿等访上海巿长吴铁城及顾维钧。

乙、汪兆铭赴京沪铁路前线劳军。

３﹐１６（二，一０）

甲、国联调查团在上海促进中日和议。

乙、英国前首相路易乔治抨击英政府之远东政策。

３﹐１７（二，一一）国联特别委员会会议，我代表坚持日本无条件撤兵。

３﹐１８（二，一二）

甲、蒋中正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参谋总长职。

乙、国府主席林森自洛阳到南京。

丙、国联调查团调查沪案。

３﹐１９（二，一三）

甲、中日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署，英美法义公使列席，讨论停战事宜。

乙、在上海被捕投诚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老山东或山东老乡）、王云程等发表【告

中国共产党及共产青年团全体同志书】。

３﹐２０（二，一四）

甲、中央政治临时会议，商对日外交。

乙、东北义勇军攻占打通三站。

３﹐２１（二，一五）

甲、俄同意中东铁路使用伪【满洲国】国旗。

乙、上海中日停战会议商定原则三项。

丙、日军向浏河增调。

丁、国联调查团视察上海战区。

戊、第四军张发奎部自广西开抵衡州。

３﹐２２（二，一六）

甲、改组湖北省政府，夏斗寅任主席（代何成浚）。

乙、济南捕共产党六十余人。

丙、红军第四方面军围攻皖西苏家埠、青山镇、韩摆渡之第四十六师岳盛宣部。

３﹐２３（二，一七）日本扣留东北关税，颜惠庆通知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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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二，一八）

甲、上海中日停战正式会议在英总领事馆开始（中代表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上海警备司令

戴 ，参谋长黄强，日代表为公使重光，第九师团长植田，参谋长田代）。

乙、冯玉祥赴泰山。

丙、俄承认伪满洲国对于中东路之主权。

丁、以石瑛为南京市长。

３﹐２５（二，一九）

甲、日军又向太仓进犯。

乙、特任李济琛、何应钦、朱培德为军事委员会各厅主任。

３﹐２６（二，二０）

甲、上海停战会议僵持（日本坚持在吴淞、江湾、闸北驻兵）。

乙、日本又扬言退出国联。

３﹐２７（二，二一）

甲、国联调查团到南京。

乙、吉林自卫军克农安。

３﹐２８（二，二二）

甲、伪【满洲国】宣布自管关税、盐税。

乙、浏河日军续增。

丙、国联调查团晤汪兆铭等。

丁、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定期举行民选立法、监察委员。

戊、藏兵侵青海玉树，新编第九师长马步芳拒之。

３﹐２９（二，二三）

甲、中日上海停战会议正式通过停战。

乙、派陈济棠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为南宁绥靖公署主任。

３﹐３０（二，二四）

甲、上海停战会议，日对撤兵不让步。

乙、蒋委员长晤国联调查团。

丙、中国共产党号召【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

丁、朱德率红军第一军团之第三、第四军（林彪新任该军团总指挥），第五军团第十五军进

向福建，谋取漳州、厦门海口（第三军团彭德怀部进向赣江西岸，谋重据湘粤赣边区，控制

赣江，此为中共中央决策，毛不以为然，主集中兵力使用）。

３﹐３１（二，二五）

甲、外交部抗议日本夺取东北关税。

乙、美海军当局演说，日美战争必不可免。

４﹐１（二，二六）

甲、英使邀中日代表茶会，斡旋上海停战会议。

乙、东京声明日军决驻守闸北江湾、吴淞，不能退驻一月二十八日以前之地点。

丙、外交部为东北伪组织实行截留关税、盐税，对日抗议。

丁、国联调查团离京，赴汉口。

戊、南京西安间航空开始。

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兼第二处（军事情报处）处

长（由南昌行营调查统计科改组）。

４﹐２（二，二七）

甲、上海停战会议日本仍坚持不规定撤兵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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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日军又犯太仓。

４﹐３（二，二八）汪兆铭到上海访孙科（时孙科对中央不合作）。

４﹐４（二，二九）

甲、中日停战会议，讨论日本撤兵期限问题，无结果。

乙、国联调查团抵汉口。

丙、豫匪李长有陷陕西商南龙驹寨（９﹐４始退去）。

丁、领导河南镇平自治之彭锡田（禹廷）被暗杀。

４﹐５（二，三０）

甲、京沪线南翔日军大增。

乙、东北伪组织拒顾维钧偕调查团入境。

丙、上海巿政府通缉汉奸胡立夫等。

丁、安徽省政府改组，吴忠信为主席。

戊、汪兆铭自京赴洛。

４﹐６（三，一）国府核定全国军费，每月一千万元。

４﹐７（三，二）

甲、国难会议在洛阳开幕，汪兆铭致词，主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乙、上海停战会议续开。

丙、马占山自齐齐哈尔到黑河，准备反正。

４﹐８（三，三）

甲、英使蓝浦生对上海日本撤兵问题提出折衷办法三条（中日均未接受）。

乙、英美法义四国代表视察太仓青阳港我军前线。

４﹐９（三，四）国联调查团到北平，伪满洲国不允顾维钧入境。

４﹐１０（三，五）

甲、国联调查团访晤张学良、荣臻，询【九一八】事变经过。

乙、京沪线日军袭张家泾、岳王巿。

４﹐１１（三，六）

甲、上海停战会议暂停。

乙、汪兆铭在国难会议演说实施宪政问题。

４﹐１２（三，七）

甲、马占山通电反正，宣布日本制造【满洲国】

真相。

乙、国联调查团开正式会议，由李顿与张学良问答。

丙、国难会议闭幕，发布宣言，对外须有独立自主之外交，对内须有充实国防之准备。

４﹐１３（三，八）

甲、郭泰祺正式通告，停战会议暂行延期。

乙、国联调查团与张学良举行第二次问答谈话（明日举行第三次问答）。

丙、国府主席林森到上海（访孙科）。

４﹐１４（三，九）

甲、朱德及红军第一军团林彪占福建龙岩。

乙、红军第二十五军邝继勋占湖北蕲春。

丙、【中华苏维埃政府】宣言，要求与各武装部队签订停战协议，共同抗日。

４﹐１５（三，一０）

甲、日本建议国联调查团取道大连入东北（初伪满洲国受日人唆使，反对顾维钧前往，李顿

坚决表示不屈，日人假意调解，献议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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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委员长在京召集会议，商对日交涉。

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抗战宣言，推翻国民党统治，组织民众抗

日义勇军及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将日本帝国主义者逐出中国（一作４﹐２６）。

４﹐１６（三，一一）

甲、张嘉森（君劢）、张东荪、胡汝麟（石青）

、汤芗铭（住心）、徐傅霖、陈博生、罗文干、黄炎培、梁秋水、徐勤等之国家社会党成立

于北平。

乙、国联特别委员会商讨英使所拟之折衷方案。

丙、美国务卿史汀生抵日内瓦。

丁、导淮工程开始。

戊、湖北麻城大地震。

４﹐１７（三，一二）

甲、蒋中正、张群与黄郛、吴敬恒、李煜瀛、张人杰会于南京汤山（黄、吴等来自莫干山）。

乙、马占山电国联，揭发日本在东北阴谋。

丙、苏俄撤退在东北之商务机关。

丁、苏俄红军嗾使韩人（六名）谋炸鸭绿江桥，未成。

４﹐１８（三，一三）

甲、国联特别委员会讨论沪案。

乙、黄郛、张人杰、吴敬恒、李煜瀛访汪兆铭，商外交及对孙科、胡汉民、冯玉祥问题。

丙、西安学生举行抗日示威。

４﹐１９（三，一四）

甲、国联调查团自北平赴沈阳（李顿、顾维钧取道大连）。

乙、国联特别委员会通过沪案之决议案，请日军速撤。

丙、特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陈济棠副之。

４﹐２０（三，一五）

甲、红军朱德、林彪败第四十九师张贞，攻占福建漳州，俘虏数千人及军用品甚伙，成立福

建苏维埃政府（二十余日后西退）。

乙、汪兆铭与美使约翰逊交换中日问题意见。

４﹐２１（三，一六）

甲、国联调查团抵沈阳。

乙、派郭泰祺为驻英公使。

４﹐２２（三，一七）

甲、军事委员会商讨改进军队编制。

乙、郭泰祺与英使蓝浦生由沪到京。

４﹐２３（三，一八）国联调查团拒绝接受伪满洲国之招待。

４﹐２４（三，一九）

甲、国联调查团晤本庄繁，询沈阳事变经过。

乙、英使蓝浦生与罗文干谈上海问题。

４﹐２５（三，二０）

甲、英使蓝浦生晤蒋中正、汪兆铭调停沪案。

乙、孙科招待上海记者，发表其【抗日救国】纲领，主张宪政。

丙、中央政治会议准冯玉祥辞，以黄绍竑继任内政部长。

４﹐２６（三，二一）

甲、西南党政联席会议议决，在抗日剿共事件未结束前不接受中央所委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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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陈济棠派军援闽，以李扬敬为总指挥。

丙、西安学生反对戴传贤讲演。

４﹐２７（三，二二）

甲、日使重光葵通知英使，接受其折衷方案。

乙、吉林自卫军李杜、丁超等逼哈尔滨，东北救国军唐聚五等克通化。

丙、邮务局长与伪组织在沈阳订立邮政协议。

４﹐２８（三，二三）

甲、上海停战会议重开（英使调停之力）。

乙、西安学生以戴传贤拒讲抗日救国，焚其汽车。

４﹐２９（三，二四）

甲、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投弹，伤日本陆海军将领白川、野村、植田及公

使重光、居留民会长河瑞（是日上海日侨举行天长节庆祝会并阅兵）。

乙、何应钦离京赴南昌。

４﹐３０（三，二五）

甲、国联大会通过特别委员会所拟关于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兵决议案。

乙、上海日军捕韩人安昌浩，日居留民会长河瑞伤卒。

丙、共产党三十人在南京雨花台枪决。

丁、西南政务委员会发行国防公债三千万元。

５﹐１（三，二六）

甲、军事委员会点验江浙部队，作整军准备。

乙、何应钦到南昌，主持剿匪军事（剿匪军分九路，赣南为第一路余汉谋，赣西南为第二路

陈诚，闽南为第三路李扬敬，闽西为第四路蔡廷锴，湘桂边为第五路白崇禧，南丰为第六路

朱绍良，赣西北为第七路谭道源，赣东北为第八路赵观涛，宜黄为第九路孙连仲，共约四十

余师）。

丙、东北救国军王德林攻敦化。

丁、宋庆龄发表宣言，要求释放国际共产党牛兰夫妇。

５﹐２（三，二七）

甲、国联调查团由沈阳赴长春。

乙、内政部长黄绍竑就职。

丙、鄂豫皖剿匪军左路第四十四师萧之楚占领应城皂巿。

５﹐３（三，二八）

甲、蒋委员长谈：努力治军，东北问题，政治上决不让步，经济利益可商。

乙、于右任发表【放弃训政与革命危机】，纠正孙科主张。

丙、出席中日上海停战会议之首席代表郭泰祺于接见上海各救国团体代表时，被殴受伤。

丁、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大破攻占皖西苏家埠、韩摆渡（国军第五十七师梁鸿恩以下五千

人被俘，是役红军共得长短枪一万五千枝，机枪五十挺，炮四十三门）。

戊、陈济棠改编粤海舰队，发生冲突。

５﹐４（三，二九）

甲、国联调查团初步报告书发表。

乙、西南政务会改组广东省政府，由林翼中任主席，林云陔改任广州市长。

５﹐５（三，三０）

甲、中日上海停战协议签字，日军撤退至一月二十八日前原地，中国军队暂留驻现在地位，

并由中日及英美法义组织共同委员会，监视撤兵及接管事宜。

乙、国联调查团晤伪满洲国【执政】溥仪及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伪【外交部长】谢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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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孙科驳于右任，仍主张开放党禁，速行宪政。

５﹐６（四，一）

甲、上海日军开始自黄渡浏河陆渡桥撤退。

乙、外交部长罗文干发表宣言，申述上海停战协议经过。

５﹐７（四，二）

甲、上海之共同委员会成立，美领事克宁汉为委员长。

乙、陈策、张惠长反对陈济棠改编粤海空军。

丙、川军刘文辉部克瞻化。

丁、法日【越南关税协议】签字。

５﹐８（四，三）

甲、日军侵扰山海关。

乙、青岛水族馆成立。

丙、红军第四方面军大破自蚌埠、合肥援六安、苏家埠之王均部，俘总指挥厉世鼎以下一万

二千人。

５﹐９（四，四）

甲、广州宣言反对上海停战协议。

乙、国联调查团抵哈尔滨。

丙、我接管浏河、南翔、嘉定（明日接管罗店，刘行、殷汝耕等任接管委员）。

丁、韩国革命党领袖金九宣布四月二十九日虹口炸弹案由渠主持。

５﹐１０（四，五）

甲、汪兆铭电上海商会，谓沪案未附秘密条件。

乙、居正任司法院院长（伍朝枢辞），覃振为副院长，叶楚伧为立法院秘书长。

丙、西北科学考察团由袁复礼率领返抵北平（工作四年）。

５﹐１１（四，六）

甲、行政院通令提倡节约。

乙、陈济棠委邓龙光为广东舰队司令。

丙、第四军张发奎部开抵江西樟树。

５﹐１２（四，七）

甲、上海日侨反对日本撤兵回国。

乙、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邝继勋部占安徽正阳关。

５﹐１３（四，八）

甲、马占山、丁超、李杜电请政府整个应敌。

乙、上海日军一部开赴东北。

丙、剿匪军第十五师王东原收复湖南汝城。

５﹐１４（四，九）

甲、日外相芳泽向英美法德四使提议改上海为自由巿（５﹐１１南满铁道会社副社长松冈洋

右曾到沪活动）。

乙、设立淞沪战区善后筹备委员会，宋子文任主席。

丙、陈策令粤海舰队集中琼崖。

５﹐１５（四，一０）

甲、东京海军少壮派（血盟团）暴动，杀首相犬养毅（沈阳事变后犬养谋和平解决。５﹐２

６由前朝鲜总督斋藤实组阁）。

乙、蒋委员长等会商应付山海关情势。

丙、马占山部逼近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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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红军邝继勋占安徽霍邱。

戊、共产党之【北方红旗】旬刊开始出版（封面题【体育旬刊】，１９２９年以来共产党先

后刊行【红旗】三日刊、【红旗日报】、【红旗周报】）。

５﹐１６（四，一一）

甲、上海巿政府接收上海闸北。

乙、上海停战协议中日文本（副本）签字。

５﹐１７（四，一二）

甲、日本驻巴西大使有吉明奉日政府命访汪兆铭，谋政治谈判。

乙、伪【满洲国】拒绝国联调查团会晤马占山。

丙、我接收宝山、大场。

丁、剿匪军第三十八军刘建绪部收复湖南桂东。

５﹐１８（四，一三）共产党占湖北通山。

５﹐１９（四，一四）

甲、我接收上海江湾、庙行。

乙、豫鄂皖剿匪军左路徐源泉部第四十一师张振汉及第四十八师徐继武旅败红军第二军团贺

龙于湖北刁汊湖，攻小里潭、横堤。

５﹐２０（四，一五）

甲、监察院公布弹劾行政院长汪兆铭违法批准中日上海停战协议。

乙、中国向苏俄商复交事，无结果（俄颇冷淡）

。

丙、西藏代表呈请取消班禅名号。

丁、藏兵占川边盐井。

５﹐２１（四，一六）

甲、特派蒋中正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琛为副司令。

乙、国联调查团自哈尔滨南返（拟赴黑龙江晤马占山，苏俄不允假道）。

５﹐２２（四，一七）

甲、上海邮政员工罢工，要求巩固邮基（裁并邮汇局，节省浪费；停止航空公司津贴，维持

邮政人事制度；以邮养邮，会计独立。时邮务总工会由朱学范、陆京士、张克昌等领导）。

乙、胡适、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等之【独立评论】（周刊）出版（１９３７﹐７﹐１８

停，共出一百期）。

丙、日本斋藤实组阁。

５﹐２３（四，一八）

甲、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监察院弹劾汪兆铭案应毋庸议。

乙、第十九路军奉命自上海开赴福建。

丙、我接收上海真茹。

丁、爱因斯坦、罗曼罗兰、孙宋庆龄等组织国际非战会。

戊、【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向红军第四方面军祝捷。

５﹐２４（四，一九）

甲、京沪铁路正式恢复通车。

乙、我接收上海杨行狮子林。

丙、北平、天津、杭州、苏州、福州、安庆、郑州邮局罢工。

５﹐２５（四，二０）

甲、上海各界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

乙、汪兆铭、于右任请辞，中央常会均予慰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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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我接收吴淞宝山。

丁、国联调查团自沈阳赴大连。

５﹐２６（四，二一）

甲、上海及各地邮工复工（５﹐２４由上海巿长吴铁城、党部委员潘公展、吴开先等调停，

中央派陈公博到沪疏导，上海闻人虞和德、王晓籁、史量才、林康侯、张嘉璈、杜月笙之协

助，决定邮政员工要求四事，政府原则上接受）。

乙、日军司令白川义则因伤卒于上海。

丙、日本斋藤实内阁成立（７﹐６以内田康哉任外务大臣）。

５﹐２７（四，二二）

甲、马占山退大黑河。

乙、国联调查团在旅顺晤日本之关东军长官（即回沈阳）。

５﹐２８（四，二三）

甲、苏州举行抗日殉国追悼会，全国下半旗。

乙、广州中央委员再电责中央签订上海停战协议。

５﹐２９（四，二四）

甲、陈济棠接受胡汉民、伍朝枢调解，以陈策任海防司令（陈策坚持海军不能隶属陆军）。

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铨）请释放牛兰夫妇。

５﹐３０（四，二五）

甲、日机猛炸黑龙江海伦。

乙、【大公报】社论谓解决中日纠纷，应根据事实情况，不可拘泥理论。

丙、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邝继勋占湖北罗田（６﹐３退去）。

丁、豫鄂皖剿匪军左路萧之楚、徐源泉师连日与红军贺龙、段德昌、夏曦激战于应城皂巿一

带，红军西退。

戊、江西剿匪军余汉谋、刘建绪、陈诚部连日与红军彭德怀激战于化城、桂东、酃县、崇义

间。

５﹐３１（四，二六）

甲、日本陆军自上海撤退。

乙、日代表在共同委员会中反对我宪兵驻上海，我代表驳斥之。

丙、选钮永建为考试院副院长。

丁、以蒋光鼐为福建绥靖主任。

６﹐１（四，二七）

甲、颜惠庆致国联备忘录，请注意日军进攻北满情形。

乙、国家社会党张君劢、张东荪等之【再生】月刊在北平发刊。

６﹐２（四，二八）

甲、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工人罢工（明日复工）。

乙、红军第四军徐向前攻河南光山，郜子举师拒守。

６﹐３（四，二九）

甲、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对俄复交问题。

乙、空军飞机在蚌埠误落炸弹，死伤巿民六十余人。

６﹐４（五，一）

甲、军事委员会统一各师编制，全国定为九十六师。

乙、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

丙、总税务司梅乐和令东北各关，拒伪国提款。

丁、日军陷黑龙江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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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红四方面军徐向前败第二十路军张钫部于河南潢川。

６﹐５（五，二）

甲、国联调查团自沈阳回抵北平。

乙、交通部长陈铭枢辞职。

丙、国军第七师李文彬旅与红军相持于六安附近。

６﹐６（五，三）

甲、中央政治会议密议对俄复交办法。

乙、国民政府慰留宋子文、陈铭枢。

丙、中央大学教授因欠薪未发，总请假一日。

丁、刘桂堂复在山东高唐叛变西窜。

戊、经学家廖平卒于四川井研，年八十二岁（一作６﹐２８，按廖生于１８５１﹐５﹐９，

即咸丰元年四月初九日）。

６﹐７（五，四）蒋委员长离京西上，主持剿匪军事。

６﹐８（五，五）

甲、汪兆铭到沪，挽留宋子文、陈铭枢。

乙、浙江大学教授因欠薪罢教。

６﹐９（五，六）

甲、蒋委员长到庐山（准备第四次围剿）。

乙、北平大学各学院反对校长沈尹默，罢课。

丙、国联调查团李顿等自北平到青岛。

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

６﹐１０（五，七）

甲、外交部令颜惠庆赴苏俄商两国复交问题。

乙、北平学潮扩大（北平大学已罢课，师范大学为校长问题与警察冲突）。

６﹐１１（五，八）

甲、立法院通过大赦案。

乙、教育部停办上海国立劳动大学。

丙、吉林义勇军猛攻阿城。

丁、红军占湖北广济（６﹐１６退走）。

６﹐１２（五，九）

甲、林森主席自洛阳到南京。

乙、顾维钧抵南京，报告东北调查经过。

丙、马占山、宫长海分别与日军激战于海伦、哈尔滨附近，辽宁自卫军克清源。

丁、【大公报】社论，主根据去年十月日外相币原提出之五基本原则，接受协商，再由国联

斡旋（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论对日外交方针】，赞成之）。

６﹐１３（五，一０）

甲、辽西义勇军攻占义县。

乙、剿匪军刘建绪部第十五师王东原攻占湘赣间之上堡。

丙、刘桂堂陷河北濮阳（６﹐１７西窜）。

６﹐１４（五，一一）

甲、日本众议院通过承认伪【满洲国】。

乙、汪兆铭、罗文干、顾维钧、李济琛、李煜瀛、黄绍竑自南京飞往九江，与蒋中正在庐山

会商外交、军事、财政问题。

丙、林森主席到上海访陈铭枢，劝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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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义勇军（大刀会）再克吉林通化，焚日领事分署。

戊、国立编译馆成立。

６﹐１５（五，一二）

甲、蒋中正在庐山召集豫皖鄂湘赣五省将领及民政、建设厅长会议，商剿匪军事政治，宣布

攘外必先安内。

乙、顾维钧、罗文干在庐山与蒋中正等商妥外交问题，飞返南京。

６﹐１６（五，一三）

甲、陈铭枢之上海住宅发现炸弹。

乙、伪满洲国之中央银行成立。

６﹐１７（五，一四）

甲、行政院及外交部为日本议会通过承认伪【满洲国】分别发表对外宣言，决定不惜任何牺

牲坚决反对，因日本此种行为而引起之一切纠纷，应由自制造而自承认之日本负其完全责任。

乙、行政院院长汪兆铭通电全国，谓政府于任何条件之下，不论日本如何粉饰，决不承认傀

儡组织，决不停止其收复失地之努力。

丙、汪兆铭自九江飞抵上海，挽陈铭枢、宋子文（当夜即回京）。

丁、广东陈济棠部与陈策之海军冲突。

戊、上海淞沪路以东区域日军撤退，我方接管完竣。

己、红军第二军团贺龙败第五十一师范石生部于沙巿附近（范受伤）。

庚、黑龙江省义勇军首领李成章被伪省长程志远所杀。

６﹐１８（五，一五）

甲、汪兆铭、罗文干、顾维钧、宋子文自南京飞抵北平，晤国联调查团，表示中国政府态度。

乙、伪满洲国财长熙洽发表关税自主宣言，接收东北海关。

丙、伪满洲国之协和会政党成立。

丁、川边藏军东犯。

戊、国府再颁禁烟令。

己、林森主席到庐山。

６﹐１９（五，一六）

甲、庐山会议终了，决定剿匪方略，以政治治本，军事治标。

乙、汪兆铭、罗文干、宋子文、顾维钧，与国联调查团李顿等五委员在北平晤谈，历三小时。

丙、马占山军自望奎袭占兴隆镇，日军死伤二百余人。

丁、新中国建设学会成立于上海，黄郛为理事长。

６﹐２０（五，一七）

甲、财政部长宋子文为日本嗾使伪满洲国劫夺东北关税发表宣言，严予驳斥。

乙、上海各界成立【废止内战大同盟筹备会】。

丙、唐绍仪以调停粤战无效，辞西南政务委员及中山县长职。

丁、陕西渭北泾惠渠工告竣，今日行放水礼（该渠经五县，可溉田六十万亩）。

戊、浙江钱塘江、江苏邵伯水涨为灾。

６﹐２１（五，一八）

甲、汪兆铭、罗文干、宋子文、顾维钧两度与国联调查代表李顿等会谈。

乙、美英为伪满洲国强劫关税，分别向日本抗议。

丙、上海共同委员会开会，巿政府促日军速行撤退。

丁、军政部停办上海兵工厂。

戊、中国共产党为应付第四次围剿，决定尽量扩大与巩固红军。

６﹐２２（五，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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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委员长对豫鄂皖湘赣军政长官讲演，剿匪须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乙、汪兆铭、罗文干离平返京，过济南晤韩复矩。

丙、宋子文为东北关税被劫事，再发宣言，斥责日本破坏条约。

丁、日本飞机连日轰炸吉林通化。

戊、国立青岛大学学生要求修改学则，罢课。

６﹐２３（五，二０）

甲、宋子文自北平飞抵上海，以财政棘手，表示消极。

乙、孙科自上海赴广东，调停陈济棠、陈策之争，唐生智等同行。

丙、废止内战大同盟电劝广东二陈息争。

丁、中共之【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反帝斗争纲领】及【反帝大同盟

章程】。

６﹐２４（五，二一）

甲、行政院会议，商讨日本窥伺华北事。

乙、国军克六安（１﹐３０失？）。

丙、东北义勇军攻入通化。

丁、暹罗革命，实行君主立宪。

６﹐２５（五，二二）

甲、伪满洲国开始接收东北海关。

乙、日本抗议我财政部免大连海关税务司日人福本职（福本扣留税款，昨被免职）。

丙、汪兆铭在中央政治会议报告，对日外交已穷，惟有努力自卫。

丁、孙科到香港访胡汉民，商粤事及大局。

戊、广东陈济棠派飞机炸伶仃洋之中山舰。

己、共产党之【苏维埃中央政府】召集瑞金、会昌、雩都、宁化、石城、胜利、博生、长汀

八县贫农团代表，举行查田运动大会（７﹐１闭会，一作６﹐１７开幕，６﹐２１闭会）。

６﹐２６（五，二三）

甲、外交部向日本严重抗议伪满洲国接收东北海关，另照会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国联请注意。

乙、伪满洲国强攫哈尔滨海关。

丙、红军徐向前连败第二十路军张钫部，截断信阳柳林平汉铁路，占领鸡公山及湖北花园附

近陆家山（时鄂豫皖边区红军六个师，约五万人，东起淠河，西至平汉铁路，北至固始潢川，

南至黄梅广济，面积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余万）。

丁、豫鄂皖剿匪军第一师胡宗南部解安徽霍山围，进占青山镇。

戊、广东飞机复在伶仃洋轰炸军舰。

己、浙江、江西、湖南大水成灾。

６﹐２７（五，二四）

甲、汪兆铭在中央纪念周讲演对日长期抵抗，消灭共匪，修明政治。

乙、马占山军攻呼海铁路张维屯，长春义勇军袭击各机关。

６﹐２８（五，二五）

甲、国联调查团自北平赴日本（顾维钧被日本拒绝未随往）。

乙、蒋委员长自庐山到汉口。

丙、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到信阳，督剿共匪（第十五路军马鸿逵守信阳，经三日激战，将红

军击退）。

丁、豫鄂皖剿匪军第一师胡宗南克复安徽霍山苏家埠，歼红军千余（该地设有苏维埃政府）。

戊、红军第一军团林彪自福建漳州龙岩回援赣西之第三军团彭德怀（６﹐３０国军张贞师收

复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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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蔡廷锴到广州，调停陆海军之争（粤方力谋拉拢蔡氏）。

庚、行政院会议议决：（一）派段锡朋暂代中央大学校长，（二）裁撤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

辛、义勇军克复林甸、榆树，进攻舒兰，马占山克肇东。

６﹐２９（五，二六）

甲、中国代表王思曾晤俄国外交委员会远东司长，商复交问题。

乙、苏俄向大乌里增兵，日本亦向北满增兵六师团。

丙、蒋委员长禁剿匪各军就地筹饷。

丁、第六师赵观涛克浙赣间之白沙关。

戊、红军彭德怀部自湘赣间之南麻东走新城，谋合朱德、林彪。

己、鸡公山外国教士二人为红军掳去。

庚、中央大学学生殴伤代理校长段锡朋，行政院下令解散该校，彻底整理。

辛、青岛大学学生驱逐校长杨振声。

６﹐３０（五，二七）

甲、蒋委员长在汉口召各将领训话指示剿匪机宜，整饬军纪，与民合作，谓匪一日不清，一

日无颜回中央。

乙、蒋委员长委派豫鄂皖剿匪军三路总指挥，中路自兼，刘峙副；右路李济琛兼，王均副；

左路何成浚，徐源泉副；各路下设纵队司令。

丙、中央执行委员会电粤港中央委员调解陈济棠、陈策之争。

丁、广东空军将领杨官宇等通电反对陈济棠用兵对内。

７﹐１（五，二八）

甲、行政院决议：（一）任命李杜代理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丁超代理吉林省主席，

冯占海为哈绥警备司令，王德林为宁安警备司令，（二）交通部长陈铭枢给假三月，由黄绍

竑兼代交长，（三）解散青岛大学。

乙、中俄复交问题在莫斯科谈判。

丙、蒋委员长召集豫鄂皖省巿党部委员谈话（翌日召集三省省政府委员谈话）。

丁、何应钦自江西回南京。

戊、西北霍乱蔓延。

己、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

六十万元（１１﹐１又发行一百二十万元）。

７﹐２（五，二九）

甲、红军朱德败越梅岭、水口墟，进逼广东南雄，粤军余汉谋部李振球师败彭德怀、林彪、

龚楚于新城、杨眉寺一带，占领黄龙墟，彭等围攻大庾（传红军是日曾占南安）。

乙、豫南鸡公山红军败退。

丙、汪兆铭、何应钦、李济琛到上海，与宋子文等商剿匪军费问题（每月约需一千五百万元，

宋辞意打消）。

丁、被捕之国际共产党牛兰夫妇以法院不准其延聘外籍律师，及移上海法院审讯，在京绝食

（一作７﹐４）。

戊、国联调查团到日本东京。

己、马占山通电誓死与倭奋斗。

庚、刘桂堂匪部自豫北入河北境。

辛、粤海军陈策接受中央调停。

壬、阎锡山在太原成立【造产救国社】。

７﹐３（五，三０）

甲、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电中央，反对中俄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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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委员长召见湖北耆绅，询问匪情及清乡意见。

丙、蒋委员长电豫鄂皖三省将领，严申军纪，不准就近征发。

丁、第二十五路梁冠英部自江北移皖，第一路陈调元部移江北。

戊、广东空军将领不满陈济棠，纷离广州，中山舰开抵厦门。

７﹐４（六，一）

甲、吉林自卫军冯占海、宫长海反攻新立屯。

乙、国际联盟调查团再到东京。

７﹐５（六，二）

甲、总税务司声明东北海关被夺，关税收入不敷偿债。

乙、广东空军在琼州海口轰炸海军。

丙、豫鄂皖剿匪军右路第四师徐庭瑶部攻占孟家集，进向霍邱，空军助战。

７﹐６（六，三）

甲、新任日外相内田康哉声明决断然承认【满洲国】，若国际联盟偏袒中国，日本将脱离国

际联盟。

乙、马占山败日军于黑龙江呼兰附近，吉林自卫军李杜克富锦。

丙、粤军李汉魂等师击退进攻南雄之红军彭德怀等（传７﹐４红军一度攻占南雄）。

丁、广东空军队长丁纪徐在琼州附近炸沈飞鹰舰，并毁秀英炮台。

戊、军政部颁剿匪赏罚令。

己、行政院设立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以蔡元培为委员长，李四光副之，罗家伦等为委员。

庚、盘据保定第二师范之学生被军警强制驱逐，死伤数十人。

７﹐７（六，四）

甲、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要求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参加伪【满洲国】。

乙、废止内战同盟代表朱庆澜等自上海赴广州，劝陈济棠、陈策息争（十二日到粤）。

丙、蒋委员长召开湖北县长会议，申明在剿匪时期，县长应与城共存亡。

丁、宋子文召集银行界会商废两改元问题。

戊、黄绍竑兼代交通部长。

己、洛桑条约签字，取消大战赔款及战争责任。

７﹐８（六，五）

甲、广东陈济棠、陈策之争解决，海军陆战队由蔡廷锴改编。

乙、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之主力败第三十一师张印相，占领罗田，包围麻城。

丙、红军彭德怀之第三军围攻江西大庾不下。

丁、潼关及豫西霍乱盛行。

７﹐９（六，六）

甲、国联调查团晤日本陆相荒木贞夫，荒木声言满洲为完全脱离中国之独立国，且为日本之

生命线。

乙、汪兆铭、蔡元培约学术专家在京交换外交、内政、财政、教育问题意见（７﹐１３结束）。

丙、黑省齐克路驻军徐宝珍部二千反正。

丁、川康边防军克甘孜大金寺，藏兵退德格。

戊、红军朱德、彭德怀占领广东仁化城口。

７﹐１０（六，七）

甲、蒋中正发表谈话，否认组织【法西斯蒂】团体，谓中国革命的组织，惟有一个中国国民

党（昨日大公报曾电蒋询问有无法西斯蒂组织）。

乙、黑龙江齐克铁路驻军徐宝珍反正，败日军于巴彦，另支义勇军克安达（寻退出）。

丙、上海北站共产党示威，要求释放牛兰夫妇。



- 893 -

丁、红军第二军团贺龙盘踞湖北京山天门一带。

戊、南京水西门外军械库爆炸。

己、余汉谋部张枚新师陈章旅与红军朱德激战于南雄邓坊、杨梅（７﹐８起），双方伤亡均

大。陈诚部周至柔、李明师亦解大庾之围，红军彭德怀、林彪退向崇义。

７﹐１１（六，八）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整理盐税税率案（筹剿匪军费）。

乙、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公布党政委员会组织条例。

丙、红军朱德占领广东南雄水口圩，败自赣南回师之粤军张枚新师。

丁、宋庆龄到南京营救牛兰夫妇。

戊、教育部召集国立专科大学以上校长在京开会。

７﹐１２（六，九）

甲、国联调查团晤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内田声明日本认为【满洲国】政府已成立，无再与中

国交涉之必要。

乙、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次长郑天锡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要求保释牛兰，呈请辞职。

丙、豫鄂皖剿匪军右路第一纵队指挥官第四师长徐庭瑶及空军攻占安徽霍邱，歼红军邝继勋

部第二十五军二千余，俘虏三千余，获枪五千余（邝被免职，由蔡申熙继）。

７﹐１３（六，一０）

甲、江西剿赤军第十八军陈诚部到大庾，夹击红军，南雄红军退却。

乙、湖北麻城红军撤围退走。

丙、豫鄂皖三省党政委员会成立，蒋中正兼委员长。

丁、东北军第九旅长何柱国就任临榆警备司令。

７﹐１４（六，一一）

甲、调查团再晤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劝勿承认【满洲国】，内田声言满洲永不能归还中国。

乙、蒋中正代表张群到北平与张学良商华北对日问题。

丙、马占山军及民兵重创日军于黑省克山。

丁、湖北地方政治整理会议开幕，蒋委员长演说。

戊、蒋委员长悬赏购拏共匪首要。

己、红军朱德等自广东南雄折返赣南信丰（即集结兴国）。

庚、鄂南红军第十六军孔荷宠败国军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占领阳新木石港。

７﹐１５（六，一二）

甲、国联调查团离日本返华。

乙、外交部发言人称，中日直接交涉为不可能。

丙、何应钦、宋子文到汉口，与蒋委员长商剿匪军费。

丁、红军第十六军（孔荷宠）第九师李灿扰武长铁路咸宁南之马桥。

７﹐１６（六，一三）

甲、伪满洲国准备接收邮政，定八月一日起售伪国邮票。

乙、蒋光鼐就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职，由蔡廷锴代理。

丙、宋子文声明决不施行纸币政策。

丁、浙江各地连续发生抢米风潮。

７﹐１７（六，一四）

甲、日军进攻热河朝阳寺。

乙、日人宣传关东军联络员石本权四郎在锦朝路南岭附近被义勇军掳去。

丙、上海日军退出第四暂驻区，回复一月二十八日原驻地（惟公大、丰田两纱厂日军仍未撤）。

丁、上海共产党八十余人在曹家渡戏院开会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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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牛兰夫妇由宋庆龄保出就医。

己、广东空军轰炸赣南信丰之红军。

７﹐１８（六，一五）

甲、日军借口石本权四郎失踪，进兵热河，本日飞机五架到朝阳投弹三十余枚。

乙、辽西义勇军（救国军）郑桂林拆毁兴城附近路轨。

丙、广东海军陆战队由蔡廷锴运闽改编。

７﹐１９（六，一六）

甲、中央各要人会商日军进犯热河事，决抵抗。

乙、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代表与日军交涉停战。

丙、张学良调宋哲元、庞炳勋、高桂滋部，自山西移驻河北保定以南。

丁、国联调查团抵青岛，即赴北平。

戊、行政院准段锡朋辞中央大学代理校长，以李四光继任。

己、湖北红军掘断王家店间平汉铁路。

庚、豫鄂皖剿匪军左路第十三师万耀煌部捣毁湖北京山李庙之苏维埃。

７﹐２０（六，一七）

甲、日本内阁决定统一在满机关，以关东军司令官兼关东厅长官及驻满特命全权。

乙、行政院长汪兆铭为日军侵犯热河，通电全国多方准备，共谋捍卫。

丙、蒋委员长电张学良，增兵热河。

丁、日军退出热河朝阳寺。

戊、辽西义勇军郑桂林败日军于延马沟。

己、豫鄂皖剿匪军左路万耀煌、萧之楚、徐源泉等师连败红军贺龙、夏曦于天门一带，斩获

数千，襄河北岸至京山应城肃清，红军走潜江。

庚、制订保障言论自由法十二条。

７﹐２１（六，一八）

甲、国府电命张学良加派大军援热河。

乙、伪【满洲国】强行接收东北邮政。

丙、安徽宿县农民反抗鸦片亩捐，聚众暴动。

７﹐２２（六，一九）

甲、行政院长汪兆铭以日军进犯热河，通电各军事长官，共谋捍卫。

乙、行政院长汪兆铭、教育部长朱家骅发布整顿教育令，及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上海

暨南大学整理办法。

丙、行政院议决封锁东北海关。

丁、辽宁义勇军攻凤凰城。

７﹐２３（六，二０）

甲、交通部令停办东北邮局（以伪组织要求东北邮局使用【满洲国】年号）。

乙、日本飞机在热河平泉、凌源、承德散发传单，淆惑人民。

丙、辽宁义勇军攻占一面坡。

丁、韩复矩偕石友三到北平，与张学良商华北军政问题。

戊、财政部成立【废两改元研究会】。

７﹐２４（六，二一）

甲、湖北剿匪军左路第十军徐源泉部（黄伯韬旅，刘培绪旅）攻占潜江（时鄂境红军已化整

为零）。

乙、中央军第十八军周至柔师克复南康。

７﹐２５（六，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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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交通部长黄绍竑发表关于封锁东北邮政宣言，谓责任全在日本。

乙、辽东义勇军黄宇宙、唐聚五部占领沈阳线之山城镇。

丙、侵扰安徽正阳关之红军被击退。

丁、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到北平。

７﹐２６（六，二三）

甲、日本阁议任命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全权大使兼关东军司令官及关东厅长官，林博太郎为

南满铁路总裁，有吉明为驻华公使。

乙、行政院以蔡廷锴升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

丙、鄂南红军孔荷宠再败国军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占领阳新辛潭镇、三溪口、阳新镇（８

﹐１２及８﹐１７收复）。

７﹐２７（六，二四）

甲、伪【满洲国】之国务院总务长日人驹井德三自长春到沈阳晤本庄，即飞东京。

乙、日本长春领事馆改为总领事馆，并设置锦州领事馆。

丙、马占山与日军在海伦激战。

丁、义勇军袭沈阳及通辽。

戊、宋子文、黄绍竑到汉口与蒋委员长商军费及东北海关邮政问题。

己、红军贺龙因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之压迫，自锺祥退往襄河西岸。

７﹐２８（六，二五）

甲、外交部令驻日公使蒋作宾抗议日本设置驻【满】特命全权。

乙、川康军克复鹿柯洞。

丙、平汉铁路列车在彰德被劫。

７﹐２９（六，二六）

甲、马占山继续与日军在海伦苦战失利，日方宣传马占山阵亡。

乙、蒋中正自汉口到庐山，候晤汪兆铭等。

丙、李济琛辞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兼右路司令职，蚌埠行营结束。

丁、鄂中红军贺龙自沙洋北之旧口渡过襄河西岸，进向荆门（即为川军第二十一军王陵基部

击退）。

戊、粤赣间红军朱德、彭德怀败北走。

己、鄂东红军败第三十一师张印相于麻城，获枪二千余。

庚、川康军克德路县，进至金沙江。

辛、北平政务委员会开全体大会，到张学良、韩复矩、徐永昌、傅作义、商震、宋哲元、张

作相、于学忠、张继、李石曾等。

壬、广州大风雨，全巿成泽国。

７﹐３０（六，二七）

甲、吉林榆树驻军全部反正，响应义勇军。

乙、驻日公使蒋作宾抗议日本派遣驻伪满全权大使（８﹐３日本拒绝）。

丙、财政部长宋子文声明停付庚子赔款之日本部分。

丁、立法院通过增加海关进口税，自下月一日起实行（每年可增收二千万元）。

戊、日人及伪满洲国监视东北邮员，不准入关。

己、汉口剿匪总司令部悬赏劝红军官长来归。

７﹐３１（六，二八）

甲、内政部长黄绍竑到庐山谒蒋中正（汪兆铭不至）。

乙、北平政务委员会大会闭幕，宣言改善内政，巩固国防，同心努力，共谋捍卫。

丙、义勇军八千人进攻长春（伪满洲国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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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中共中央局通过失业工人运动决议。

８﹐１（六，二九）

甲、英美义同意将庚子赔款缓付一年。

乙、张学良向行政院请款二百万元。

丙、粤军余汉谋、香翰屏及桂军王赞斌收复江西信丰，红军东走安远雩都。

丁、川军旅长郭勋（刘湘部）与红军贺龙、段德昌战于湖北沙洋。

戊、上海商务印书馆复业。

己、中国共产党举行【八一反帝斗争日】及【拥护苏联周】。

８﹐２（七，一）

甲、辽南义勇军第二军七路李纯华、项忠义、张海书、殷援民、吴实丰、王全、朱青山进攻

沈阳、辽阳、海城、南台、营口，南满铁路交通断绝，沈阳闻枪声。

乙、辽西义勇军郑桂林部旅长张百秋占领连山车站及葫芦岛。

丙、中央军陈诚，粤军余汉谋、香翰屏、李汉魂分由江西南康、信丰前进，夹击红军。

丁、财政部令各海关实行增加进口税（８﹐４起），庚子赔款之日本部分仍照付。

戊、上海战时遗失地图之旅长王赓判处徒刑二年六个月。

８﹐３（七，二）

甲、义勇军猛攻营口、田庄台、盘山，日本飞机军舰纷往应援。

乙、蒋委员长自庐山回汉口，限六个月内肃清鄂豫皖赣湘五省共匪。

丙、川军王陵基、郭勋（均刘湘部）败红军贺龙、段德昌于荆门沙洋（已激战三日），红军

走洪湖及天门、潜江。

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以黄郛代李煜瀛为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时盛传政府将出售古物，以易

军火）。

８﹐４（七，三）

甲、日本飞机五架在绥中投弹，三十余村被炸。

乙、辽西辽南义勇军袭田庄台、盘山、海城、辽阳，沟帮子、营口间交通断绝，上海日本陆

战队向营口开拔。

丙、日本陆军省发表宣言，谓张学良暗助义勇军，将以坚决行动对付。

丁、国联调查团在北平会议，起草报告书。

戊、中国化学会成立于南京。

８﹐５（七，四）

甲、辽南义勇军继续袭击海城、南台、营口，南满铁路火车停驶，辽西义勇军攻梨山、打虎

山，辽东义勇军占兴京，李云青部占沈阳附近之马三家子。

乙、行政院通令恢复各机关经费。

丙、汪兆铭离京赴上海。

丁、鄂东剿匪军对红军总攻。

戊、上海血魄除奸团青年恽蕙芳（十六岁）以炸弹警告运售日货商店。

８﹐６（七，五）

甲、行政院长汪兆铭以张学良对日不抵抗，且向中央要索巨款，自请辞职；并电劝张氏同去，

以谢国人（上月汪到北平，颇受张冷遇）。

乙、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李春润克复抚顺。

丙、豫鄂皖剿匪军十路陈继承纵队第十师李思愬攻占啰山宣化店。

丁、第四十一、第四十四等师包围洪湖红军。

８﹐７（七，六）

甲、张学良表示决即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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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中央党部派何应钦、居正挽留汪兆铭，蒋中正亦自汉口电挽。

丙、锦州日军要求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于四十八小时内交还石本，否则进攻热河。

８﹐８（七，七）

甲、美国务卿史汀生在外交调查委员会讲演，强调对于违反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所造成之任

何情势，均不能承认。

乙、日本正式任命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全权大使、关东军司令官、关东长官。

丙、张学良电中央辞职，并电汪兆铭对索款事有所解释（张对记者谈话，声泪俱下，谓决辞

职）。

丁、汪兆铭电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张学良覆电再予指责，并请允张辞职，以为打破军人割据

局面之发轫（汪推蔡元培为行政院长）。

戊、义勇军拆饶阳河附近之伪奉山铁路。

己、辽阳满洲纱厂华工响应义勇军未成。

庚、安徽灵璧农民反抗烟款，聚众为变。

８﹐９（七，八）

甲、国府主席林森电留汪兆铭。

乙、行政院各部会长总辞职。

丙、张学良发表谈话，有所声辩。

丁、上海日军武装赴江湾操演。

８﹐１０（七，九）

甲、西南执行部电请中央惩办张学良。

乙、汪兆铭派唐有壬飞汉口晤蒋中正。

丙、美国务卿史汀生接见日使出渊，再度声明反对日本之对华行动。

丁、辽西义勇军退出连山湾。

戊、牛兰案再度开审。

己、上海日兵闯入万兴营造厂，伤害工人。

庚、豫鄂皖剿匪军中路卫立煌纵队第十师李默庵、第八十三师蒋伏生攻占黄安河口镇。

８﹐１１（七，一０）

甲、中央常会再挽汪兆铭，蒋中正亦派周鲠生挽留。

乙、红军第四方面军以国军逼攻黄安七里坪，自鄂东回援，国军第三十师长彭振山解麻城围。

８﹐１２（七，一一）

甲、汪兆铭之代表唐有壬自汉口返上海，蒋中正决允张学良辞职。

乙、上海商会通电全国，共起制裁奸商。

丙、皖北剿匪军克单家埠。

丁、江西红军孔荷宠犯武宁。

戊、鄂豫皖剿匪军卫立煌纵队第十师李默庵败红军第四方面军于七里坪以南之柳林河，红军

伤亡二千余人，走七里坪（第十师副师长王劲修战殁）。

己、外交部驳斥日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之报告（上月日本密向国联报告，谓中国共产党猖獗，

将影响世界）。

庚、美总统胡佛演说，坚决遵守非战公约。

８﹐１３（七，一二）

甲、蒋委员长电劝汪兆铭回京复职。另电黄郛请代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黄辞）。

乙、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彭振国、第二军（辽南）李纯华等电请汪兆铭、张学良即日

复职，勿令士气沮丧。

丙、任命顾维钧为驻法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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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鄂豫皖剿匪军卫立煌纵队第十师李默庵、第八十三师蒋伏生攻占黄安，红军退回光山新

集。

戊、皖西剿匪军第四师、第十二师再度向红军进攻。

己、中国科学社年会在西安举行。

庚、伪辽宁岫阳县长刘敬文反正。

辛、曾任上海闸北维持会长汉奸胡立夫被捕。

壬、日俄渔业协议签字。

８﹐１４（七，一三）

甲、吴敬恒自汉口携蒋委员长函到上海，晤汪兆铭。

乙、豫鄂皖中路陈继承纵队剿匪军第三师李玉堂攻占黄安七里坪。

丙、江西红军第十军方志敏占余干（８﹐１６退走）。

丁、红军贺龙乘川军围攻洪湖，直袭沙巿。

８﹐１５（七，一四）

甲、中央委员会谈话会决定：（一）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照准，（二）北平绥靖公

署裁撤，任命万福麟、张群、韩复矩、徐永昌、宋哲元、王树常、商震、荣臻、于学忠、汤

玉麟、蒋伯诚、张作相、王树翰、鲍文樾、庞炳勋、沈鸿烈、刘翼飞、萧振瀛十八人为军事

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以万、荣、蒋三人为常委，（三）挽留汪兆铭及各部会长。

乙、蒋中正自汉口飞抵庐山晤林森，候汪兆铭。

丙、豫鄂皖剿匪军中路陈继承纵队第二师黄杰与红军徐向前部激战于黄安七里坪附近之悟仙

山一带，伤亡团长周良以下官兵三千余人。

丁、川军王陵基（刘湘部）击退袭攻沙巿之红军贺龙。

戊、营口方面之义勇军占领牛庄。

己、辽东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通电乞援。

庚、日本通知国联，任命武藤为驻【满】全权，监督日本各领事。

辛、陇海铁路局组织之陕西考察团分两组自西安向陕北陕南出发。

８﹐１６（七，一五）

甲、国民政府明令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

乙、义勇军袭击自长春南下之南满铁路总裁林满所乘快车于鞍山，日军三次自沈阳开往增援。

丙、吉林义勇军破坏吉敦路，颠覆列车。

丁、豫鄂皖剿匪军右路王均纵队第七师李世龙、李文彬旅击破红军第二十五军于皖西六安郭

家集，斩获二千余，国军亦伤亡近千。

戊、第一次全国体育会议在南京开幕。

己、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发布统一税收令。

庚、鄂中红军贺龙自荆门沈家集北进至保康。

８﹐１７（七，一六）

甲、汪兆铭自上海回抵南京，即出席中常会报告辞职经过，并主持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一）

北平绥靖公署停设，任命王树翰、张作相、万福麟等十八人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并

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分会委员长，（二）任命于学忠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三）

任命王树常为平津卫戍司令，（四）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乙、华北将领宋哲元、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五十七人电留张学良（东北将领

情绪颇为激昂）。

丙、外交部长罗文干为日本派武藤信义为驻【满】全权事，发表宣言，驳斥其巧辩，揭穿其

野心。

丁、辽南义勇军分路袭击南满路，全线电报电话不通，日站长站员二人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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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江西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林彪攻占乐安，国军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高树勋）吕如河

旅败覆。

８﹐１８（七，一七）

甲、汪兆铭、宋子文、何应钦、朱培德、吴敬恒自南京飞往庐山，晤林森、蒋中正。

乙、张学良暂不离北平，东北将领态度缓和。

丙、北平日兵黑夜越使馆界演习。

丁、内政部长黄绍竑到广州。

戊、辽东义勇军黄宇宙部王钧喜占领朝阳镇。

己、辽西日军对义勇军取攻势。

庚、溥仪签订日满密约，满洲国国防治安委托日本负责。

８﹐１９（七，一八）

甲、日飞机在热河朝阳散投传单，铁甲车开至破庙子，与我军董福亭旅激战，占领南岭，我

军退守口北营子。

乙、辽东义勇军黄宇宙、孙冠英部占领渖海线之山城镇英额门，另支义勇军占领通辽（即退

出）。

丙、国际共产党要人牛兰夫妇被江宁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丁、江西红军第七军龚楚占黎川，第四军林彪占南丰，败孙连仲部。

戊、国府委员回教领袖马福祥病卒于北平。

己、日法订立互惠商约。

８﹐２０（七，一九）

甲、蒋委员长电请张学良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

乙、蒋委员长令剿匪军保护农民秋收，封剿匪区。

丙、自本月一日至本日止义勇军阻断满洲铁路列车电信及攻击件数合计六十八件。

８﹐２１（七，二０）

甲、伪【满洲国】派鲍观澄为驻日大使。

乙、日军进犯热河口北营子，限我军于三日内退出朝阳。

丙、辽东义勇军黄宇宙、唐聚五占领渖海线之营盘站。

丁、汪兆铭、宋子文、朱培德等自庐山回京，何应钦赴南昌，蒋中正回汉口。

戊、江西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第五军团董振国再败国军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高树勋，占领

宜黄，北进龙骨渡，迫抚州（８﹐２４南退）。

己、江西剿匪军前敌总指挥陈诚收复兴国。

庚、第一次全国体育会议闭幕。

８﹐２２（七，二一）

甲、中央委员谈话会，决定以宋子文暂代行政院长，汪兆铭仍负行政院长名义。

乙、中央电令汤玉麟抗敌守土。

丙、义勇军截断锦朝铁路，颠覆日军列车，并袭击朝阳寺日军。

丁、近二十日来上海天津爱国青年组织锄奸团，惩处购卖日货奸商，屡投枪弹于奸商商店。

戊、西康事变解决，格桑泽仁离西康赴成都。

己、中国工程师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天津举行，中国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北平举行。

８﹐２３（七，二二）

甲、外交部令蒋作宾抗议日军侵热河（是日汪兆铭电蒋，如日本稍变方针，愿与谈判）。

乙、辽宁义勇军袭铁岭，围攻日警察所。

丙、行政院会议议决：（一）任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９﹐５视事），准整理委员辞职，（二）

任冯兴贤代理第三十三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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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蒋委员长枪决剿匪不力临阵退缩之第二师、第十师团营长。

戊、中国物理学会在北平成立。

８﹐２４（七，二三）

甲、前任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回国，伪满洲国执政溥仪以下在长春举行送别关东军干部大会，

制定【建国功劳纪念章】，溥仪并签感谢状，赠送本庄。

乙、安奉铁路列车被义勇军颠覆。

丙、日机四架在热河开鲁投弹。

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中美公断条约。

戊、豫鄂皖剿匪军第三十四师张万信攻占鄂中洪湖北岸峰口。

８﹐２５（七，二四）

甲、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在议院演说，决承认【满洲国】，【

九一八】事件为日本之自卫行动，并不违反非战公约，承认【满洲国】亦不违反九国公约，

日本决不令中国政权行使于满洲。并称即使日本成为焦土，亦将承认满洲国。

乙、第十军徐源泉部克复洪湖峰口，第五十四师郝梦龄克罗田。

丙、代理闽绥靖公署主任蔡廷锴到上海。

丁、宋庆龄、蔡元培等请特赦牛兰夫妇。

８﹐２６（七，二五）

甲、日本新任驻满全权兼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及新任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到沈阳。

乙、英美舆论抨击日外相内田昨日演说。

丙、海军部在日本订造之【宁海】舰自日本抵上海。

８﹐２７（七，二六）

甲、废止内战大同盟在上海举行代表大会，由吴鼎昌主席，正式宣告成立（８﹐２９闭幕）。

乙、日代办矢野到南京，抗议除奸团事。

丙、日内阁决定对华鼓吹分治，使各省反蒋亲日。

丁、国际反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在荷兰开幕。

８﹐２８（七，二七）

甲、日舰队集中上海，骑兵闯入闸北。

乙、义勇军攻占榆树。

丙、蒋委员长派何成浚、谭道源、刘建绪（约十一个师）分三路进剿鄂南红军第十六军孔荷

宠。

丁、全国拒毒大会在上海开会。

８﹐２９（七，二八）

甲、外交部长罗文干驳斥日外相内田演说。

乙、东北义勇军猛袭沈阳，焚日飞机场。

丙、故宫博物院长易培基被控盗取古物。

丁、鄂南剿匪军总攻。

戊、日本驻俄大使广田弘毅与利瓦伊诺夫商谈让售北满中东铁路。

８﹐３０（七，二九）

甲、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视事。

乙、豫鄂皖剿匪军右路徐庭瑶纵队攻占叶家集，进逼金家寨。

８﹐３１（七，三０）

甲、上海盛传日军二次进犯，日陆战队司令杉阪抗议中国报纸之排日宣传。

乙、江西剿匪军前敌总指挥陈诚部第十四师周至柔攻占宜黄，败红军彭德怀部。

丙、蒋委员长颁发被匪各县田赋减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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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新疆乱事扩大，马仲英部复由甘肃西来（命尧乐博士联合回疆，和加尼牙孜进向南疆，

马赫英进向东北，马德祥、马金禄扰迪化）。

９﹐１（八，一）

甲、中央常会决议中央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延期举行。

乙、广州中央委员电请中央迅定对日大计，实行抵抗。

丙、义勇军再攻沈阳，围迫抚顺。

丁、外交部长罗文干到汉口，谒蒋委员长（９﹐４返京）。

戊、鄂中剿匪军徐源泉克复洪湖各隘，红军退瞿家湾。

己、国际反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宣言，反对列强瓜分中国。

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成立。

９﹐２（八，二）

甲、蒋委员长电令鄂豫皖行政长官，痛革官吏积习，深入乡间，与民更始。

乙、考察各国实业专使孔祥熙自上海赴英。

丙、日军在上海活动，形势紧张。

９﹐３（八，三）

甲、英美法义驻日大使访日外相，询问承认伪【满洲国】事。

乙、前山东军阀张宗昌在济南车站被郑继成暗杀（郑之叔父金声于民国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在

鲁被俘，为张所杀）。

丙、江西剿匪军陈诚部第二十三师李云杰、第二十四师许克祥收复南丰，红军退广昌。

９﹐４（八，四）

甲、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签字，李顿等离北平回国。

乙、汪兆铭自南京到上海，入医院。

丙、马占山部及义勇军攻占安达县城。

９﹐５（八，五）

甲、李顿及驻法公使顾维钧离上海赴欧。

乙、张群在太原与晋军将领商华北军政。

丙、红军占福建清流。

丁、豫鄂皖剿匪军右路王均纵队（第七师李文彬旅）及梁冠英纵队（郑廷珍旅）攻占安徽六

安独山镇（１０﹐２２？）。

９﹐６（八，六）

甲、日本阁议，决承认【满洲国】。

乙、苏俄外长利瓦伊诺夫同意将中东铁路售与日本。

丙、德国要求军备平等。

９﹐７（八，七）

甲、新任驻华日使有吉明到南京，晤罗文干外长。

乙、吉林义勇军王德林进迫长春。

丙、豫鄂皖剿匪军右路（皖西）王均、徐庭瑶、梁冠英等纵队开始向金家寨进攻。

丁、江西剿匪军第十四师周至柔收复乐安。

９﹐８（八，八）

甲、行政院通令纪念【九一八】。

乙、何应钦电粤闽军围剿赣南赤匪。

９﹐９（八，九）

甲、日本阁议正式决定承认【满洲国】。

乙、豫鄂皖剿匪军中路纵队第三师李玉堂，第八十师李思愬及陈继承、卫立煌纵队（第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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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蒋伏生）攻占黄安光山间之新集（豫鄂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俘虏五千余，获枪四千余，毁马克斯及列宁号飞机，红军留徐海东为鄂豫边区总指挥，张

国焘、徐向前等东走商城、金家寨。

丙、豫鄂皖剿匪军右路王均纵队（第七师王均、第十二师曾万锺）及空军攻占皖西麻埠。

９﹐１０（八，一０）

甲、驻日公使蒋作宾晤日陆相荒木、外相内田，对承认伪满事，促加注意。

乙、林主席到上海，挽留汪兆铭。

９﹐１１（八，一一）

甲、吉林义勇军冯占海部攻吉林省城（永吉）。

乙、鄂南剿匪军西路刘建绪部第六十二师陶广败红军孔荷宠，占领江西万载小源（翌日再败

之于大桥）

。

９﹐１２（八，一二）蒋委员长在汉口纪念周报告，三省剿匪计划第一期完成。

９﹐１３（八，一三）

甲、豫鄂皖剿匪军右路梁冠英纵队攻占皖西流坡 ，中路军陈继承纵队攻占豫南余家集。

乙、日本枢密院通过日【满】议定书。

丙、日军在南京上岸示威。

９﹐１４（八，一四）

甲、豫鄂皖剿匪军中路张钫纵队攻占河南商城（红军改名为赤城），上官云相纵队攻占安徽

英山，即会同陈继承、卫立煌纵队进攻金家寨。

乙、义勇军再迫沈阳。

９﹐１５（八，一五）

甲、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日驻满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总理郑孝胥在长春订立【日满议

定书】，伪国承认日本之一切权益，日本可于满洲境内驻屯军队。

乙、驻防天水之马青苑师（杨虎城部）受共党煽惑叛变。

９﹐１６（八，一六）

甲、外交部为日本承认伪满，照会九国公约签字国，声明日本破坏该约并通知国联，请作有

效处置。

乙、外交部为日本承认伪国，严重对日抗议。

丙、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军事协议。

丁、日军屠杀抚顺平顶山、千金堡、栗子沟等村居民二千七百余人。

戊、山东省府主席韩复矩赴潍县布置军事，谋解决驻防胶东之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刘控

有胶东二十二县）。

己、汪兆铭到莫干山。

庚、鄂西鹤峰五峰红军王炳南自沙巿下游北渡长江，进至白露湖一带。

９﹐１７（八，一七）

甲、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发表宣言，誓死抗敌。

乙、山东韩复矩与刘珍年两军战于昌邑平度。

９﹐１８（八，一八）

甲、全国沈痛纪念九一八周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国人书。

乙、豫鄂皖剿匪军中路卫立煌纵队第十师李默庵攻占商城、金家寨间之汤家汇。

丙、红军第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蔡申熙约一万七千人自金家寨西南走英山，进向平汉

线以西（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不肯远离，后战死）。

９﹐１９（八，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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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颜惠庆代表函请国联制止日本承认伪【满洲国】。

乙、参谋本部召集川滇陕甘青代表，会商西防（９﹐２８闭会）。

丙、义勇军克突泉县。

９﹐２０（八，二０）

甲、豫鄂皖剿匪军中路卫立煌纵队第十师刘戡旅攻占金家寨，获大批盐粮。

乙、江西红军第三军团师长郭炳生投诚（郭为彭德怀部精锐）。

丙、行政院严令韩复矩、刘珍年停止军事行动。

丁、【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扩大红军训令】。

９﹐２１（八，二一）

甲、蒋委员长代表蒋伯诚到山东晤韩复 （韩军进抵掖县）。

乙、中政会准汪兆铭续假二星期。

丙、义勇军攻郑家屯。

丁、江西红军占福建浦城（９﹐２３折回赣东）

。

戊、鄂南剿匪军东路谭道源部第五十师岳森败红军孔荷宠，占领江西修水、渣津、马坳。

９﹐２２（八，二二）

甲、蒋委员长自汉口到庐山。

乙、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朱培德会商消弭鲁战办法。废止内战大同盟代表张伯苓亦赴

鲁止战。

丙、伪【满洲国】外长谢介石对列强声明，限六个月内承认【满洲国】。

丁、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到达日内瓦。

９﹐２３（八，二三）

甲、财政部长宋子文发表封锁东北海关宣言，并公布移地征税办法。

乙、中央执行委员会电覆粤、港、沪中央委员，解释对日方针，并促入京。

丙、韩复矩通电停止胶东军事行动。

丁、苏俄外长加拉罕对日大使广田弘毅表示，承认满洲国领事驻莫斯科。

９﹐２４（八，二四）

甲、国联理事会徇日本要求，延期讨论调查团报告书。

乙、义勇军攻珲春。

丙、日苏煤油协定签字。

丁、公布预算法。

９﹐２５（八，二五）

甲、蒋委员长召集在赣将领会议剿匪问题。

乙、蒋委员长电苏、浙、皖、鄂、湘、豫、赣、闽八省，严禁再种鸦片。

丙、上海救国团体联合会理事熊希龄电政府，抗议封锁言论。

丁、孙科自粤抵沪（时盛传孙将任行政院长）。

戊、前贵州总指挥毛光翔到遵义，谋倒王家烈。

己、内外蒙古自行订定通商办法。

庚、豫、鄂、皖剿匪军左路张振汉师俘红军鄂西省主席马武等于洪泽湖。

９﹐２６（八，二六）

甲、四川善后督办刘湘、省主席刘文辉交恶，形势紧张（刘文辉年来收买各军，扩大部队及

防区，近又诱煽刘湘部师长燕文彬、范绍增叛变，范向刘湘告密，刘湘因联驻潼川之田颂尧

共同抗刘文辉）。

乙、山东韩复矩、刘珍年之战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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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上海公安局破获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丁、国联理事会年会开幕。

９﹐２７（八，二七）

甲、辽西义勇军克锦西。

乙、皖西剿匪军王均部击破莲花山之红军。

丙、福建绥靖主任蒋光鼐扣留违法殃民之省防军旅长陈国辉。

丁、新任意大利公使齐亚诺呈递国书。

９﹐２８（八，二八）

甲、中东路护路军旅长苏炳文反正，占领满洲里。

乙、辽宁义勇军克通辽。

丙、颜惠庆要求国联召集特别委员会。

丁、新任日使有吉明呈递国书。

戊、中政会决议设立匪区善后委员会。

９﹐２９（八，二九）

甲、苏炳文在满洲里就任救国军总司令，誓师东征。

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制止川战办法，蒋委员长亦电刘文辉、刘湘等劝阻。

９﹐３０（九，一）

甲、行政院决议制止四川内战，派何应钦负责处理。

乙、蒋委员长通电为收复匪区灾民乞赈。

丙、热河抗日军组织军事委员会。

丁、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寄达外交部。

１０﹐１（九，二）

甲、林主席由上海赴闽（时陈铭枢等在闽有异图，林主席往疏通）。

乙、何应钦、朱培德电劝刘湘、刘文辉息争。

丙、川战爆发，第二十八军十二师罗泽洲与四川主席刘文辉两军在武胜接触（助罗者为刘湘、

田颂尧、杨森、李家钰）。

丁、苏炳文军迫近黑龙江省城，马占山部克绥滨。

戊、美国务卿史汀生演说，重申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己、上海钱业联合准备库成立。

１０﹐２（九，三）

甲、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

乙、蒋委员长电川将领制止内战。

丙、何应钦再电韩复矩、刘珍年制止战事。

丁、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张国焘经安徽英山、湖北罗田团坡西走。

１０﹐３（九，四）

甲、外交部长罗文干发表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宣言。

乙、日本武装移民四百余出发赴东三省。

丙、何应钦召集四川各军代表商消弭争端办法。

１０﹐４（九，五）

甲、日内阁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

乙、行政院讨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丙、上海商会向财政部陈述废两改元意见。

丁、鄂南剿匪军谭道源、郭汝栋败红军第十六军孔荷宠，克阳新、龙港、堰下。

１０﹐５（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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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委员长自庐山赴汉口。

乙、汪兆铭自浙到沪，入医院。

１０﹐６（九，七）

甲、国联中国代表团发表宣言，对调查团报告书表示遗憾。

乙、内蒙古自治运动开始。

丙、韩复矩电何应钦，陈述刘珍年罪状。

丁、川军师长李家钰、罗泽洲进攻顺庆，为刘文辉军所败（顺庆原为罗之防地，二年前为刘

所夺）。

戊、全国民食会议在京开幕。

己、红军徐向前、张国焘经湖北黄安河口镇北进，剿匪军第八十八师李思愬部失利。

１０﹐７（九，八）

甲、冯玉祥离泰山北上，主以武力收复失地。

乙、吉林自卫军李杜败日伪军于依兰附近。

丙、粤军余汉谋占江西崇义大王洞，败共产军彭德怀。

丁、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公布【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

１０﹐８（九，九）

甲、蒋委员长否认日本报纸所载【蓝衣社】消息。

乙、日本外、海、陆三省会议，决贯澈既定方针，不采姑息手段。

丙、康藏协定签字。

丁、第一师胡宗南部到湖北黄安河口镇，追击徐向前、张国焘。

１０﹐９（九，一０）

甲、北平举行【金刚法会】，由班禅祈祷和平（传华北方面有政治活动）。

乙、冯玉祥到张家口，通电指摘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谬谈。

丙、日本向法国正式提议缔盟，被拒。

丁、第二师黄杰部败红军徐向前、张国焘部于湖北小河。

１０﹐１０（九，一一）

甲、四川刘文辉之第二十四军围攻成都近郊邓锡侯、田颂尧之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

乙、华北运动会在开封开幕（１０﹐１３闭幕）。

丙、双十国庆仅举行仪式，未庆祝。

１０﹐１１（九，一二）

甲、行政院决议制止川战，令川省将领各回原防。

乙、林主席到福州（先到鼓浪屿，晤陈铭枢）。

丙、广州执行部及政务委员会通电指驳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１０﹐１２（九，一三）

甲、川军将领唐式遵等九十四人通电提出【治川纲要】十六条，主召开遂宁会议（对刘文辉）。

乙、山东韩复矩、刘珍年两军连日激战于掖县莱阳。

丙、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公布剿匪区内屯田条例。

丁、江西剿匪军第五师周浑元攻占横峰。

１０﹐１３（九，一四）

甲、山东韩复矩、刘珍年停战。

乙、四川刘文辉败田颂尧、邓锡侯部于成都近郊。

丙、刘湘部将领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电京责难刘文辉。

丁、外交部公布中英文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全文。

戊、红四军徐向前、张国焘部自湖北广水越平汉铁路西向应山随县，蔡申熙战殁（一作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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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对鄂豫皖边区围剿结束）。

１０﹐１４（九，一五）

甲、外交部长罗文干飞汉口晤蒋委员长，征询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意见。

乙、四川将领刘湘等发表宣言，主弭战救国。

１０﹐？（九，？）红军第七军龚楚败国军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于江西南城东北之李西

赵，第四军林彪败国军于抚州浒湾。

１０﹐１５（九，一六）

甲、失势之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彭述之等十余人（所谓托洛斯基取消派）在上海被捕。

乙、天津银行业钱业同业公会合组公库成立。

丙、鄂中红军王炳南与贺龙会于锺祥（寻北走）

。

１０﹐１６（九，一七）

甲、熊希龄等建议移党费助义勇军。

乙、罗文干自汉口回南京。

丙、派顾维钧为驻国际联盟理事会代表。

丁、江西剿匪军克寻邬县。

１０﹐１７（九，一八）

甲、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电请政府制止内战。

乙、山东日照共产党暴动。

丙、福建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沈光汉收复龙岩，红军第十二军罗炳辉部北退古田。

１０﹐１８（九，一九）

甲、派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为出席国联特别大会代表。

乙、行政院电令韩复矩、刘珍年遵照中央所定解决办法。

丙、刘湘大军集中荣昌，以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为各路总指挥。罗泽洲等占顺庆，刘文

辉失利。

丁、黄郛与日大佐铃木贞一会于上海，主以东北为中国主权下之永久中立自治区（１０﹐１

９黄电告蒋中正，黄与铃木于１０﹐１５开始晤谈，至１０﹐２１止，无结果）。

戊、江西红军第一军团林彪、第三军团彭德怀自广昌占领黎川，进向福建邵武。

１０﹐１９（九，二０）

甲、外交委员会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决定四项原则。

乙、何应钦电韩复矩、刘珍年两军撤退原防，指定掖县、莱阳等五县为刘防地。

丙、国府褒恤在湖北剿匪死难之岳维峻。

丁、刺死张宗昌之郑继成被处徒刑七年。

戊、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张国焘等经湖北应山随县进至枣阳以南新集一带。

１０﹐２０（九，二一）

甲、救国军濮炳珊部克复黑龙江克山。

乙、四川刘文辉军自顺庆退遂宁。

丙、陈独秀、彭述之由沪解京。

１０﹐２１（九，二二）

甲、韩复矩不满中央划定刘珍年部防地办法，电辞山东省府主席。

乙、四川各将领电京，请免刘文辉职，公推刘湘为川康绥靖总司令，田颂尧为副司令，并推

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湘为四路总指挥。

丙、刘文辉、田颂尧两军在成都巷战。

丁、北平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凡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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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２（九，二三）

甲、汪兆铭自上海赴欧洲（１０﹐２０曾发表告别书）。

乙、日首相斋藤谈话，以现状下之中国为对手而行直接交涉为不可能。

丙、福建红军陷泰宁。

丁、行政院通过行政诉讼法案。

戊、广东飞机试验无线电，失事焚毁。

１０﹐２３（九，二四）

甲、林主席由闽回沪。

乙、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等电京营救陈独秀。

丙、中央慰留韩复矩，并令停止向刘珍年进攻。

丁、吉鸿昌在湖北黄安尹家集谋变，煽动所部第三十师北上，拟投冯玉祥。

戊、蒋委员长再电四川将领立即息争，听候中央处理。

己、红军第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败国军第十五军刘茂恩部于湖北枣阳土桥铺。

庚、江西剿匪军第八师毛秉文、第二十四师许克祥攻占黎川，红军第三军团参谋长舒适降。

１０﹐２４（九，二五）

甲、川战剧烈，刘湘部猛攻刘文辉军于江津永川。

乙、红军第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突破土桥铺西北走邓县。

丙、辽东义勇军唐聚五、李春润与日军连日剧战于通化桓仁，日军占通化。

丁、江西红军第一军团林彪部占领福建邵武。

戊、救国军包围齐克铁路平安镇。

己、正式接收正太铁路。

１０﹐２５（九，二六）

甲、蒋委员长电张学良全权处理山东问题。

乙、田颂尧又与刘文辉军在成都巷战。

丙、江西中央剿匪军（李韫珩师）克余干。

１０﹐２６（九，二七）

甲、邓锡侯部入成都，应付刘文辉、田颂尧之争。

乙、陈独秀、彭述之移解江宁地方法院。

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调朱家骅为交通部长，以翁文灏为教育部长（翁未就）。

１０﹐２７（九，二八）

甲、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定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三中

全会）。

乙、马占山、苏炳文会攻黑龙江省垣。

丙、红军张国焘、徐向前自河南邓县进向内乡淅川，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浚到樊城。

１０﹐２８（九，二九）

甲、川北将领李家钰、罗泽洲推杨森为总指挥，进抵遂宁，向简阳之刘文辉部进攻。

乙、日皇批准对于李顿报告书之意见书（由驻义大使吉田茂携赴日内瓦）。

１０﹐２９（一０，一）

甲、蒋委员长自汉口到长沙。

乙、张钫、蒋伯诚相继到济南，协商胶东韩、刘之争。

丙、江西剿匪军第五师周浑元攻占赣东葛源（红军方志敏之根据地）。

１０﹐３０（一０，二）

甲、英使向外部声明，否认康藏纠纷有英国背景。

乙、辽西义勇军攻锦州，吉林自卫军占富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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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戴传贤等拟具解决川事方案。

丁、废止内战大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胡适主席。

１０﹐３１（一０，三）

甲、冯玉祥电罗文干，辟联合阎锡山、韩复矩等拥段祺瑞之谣传。

乙、宋庆龄向中央建议设立特别委员会，专理政治犯案件。

丙、川局有新酝酿，刘文辉与邓锡侯、田颂尧有商洽。

丁、国府授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以青天白日章。

１１﹐１（一０，四）

甲、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

乙、吉林救国军王德林克宁安。

丙、何应钦电蒋伯诚、张钫，重行规定解决鲁事办法五项。

丁、回教代表以北新书局印行之【小猪八戒】一书侮辱回教徒，在京请愿惩办编辑人，封闭

该书局。

１１﹐２（一０，五）

甲、七省公路会议在汉口举行。

乙、东北救国军黄永平克泰安镇。

丙、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进扰河南淅川内乡（？

）。

丁、红军第一军团林彪、第五军团董振堂自闽北折回江西，本日占南城硝石。

１１﹐３（一０，六）

甲、冯玉祥自张家口通电陈述时局意见，列举实现真正统一，励行民主政治，打破自私自利

等五事（对蒋委员长表示不满）。

乙、韩复矩电军政部，遵令撤兵（烟台由沈鸿烈部东北海军接防）。

丙、刘文辉通电表示和平，提出治川三方案。

丁、外交部催法国履行【中法越南条约】（南圻侨商请求）。

１１﹐４（一０，七）

甲、日代表松冈洋右在莫斯科访苏联外长利瓦伊诺夫，李提议订互不侵犯条约。

乙、刘文辉划七县与邓锡侯，四县与田颂尧，三县与杨森、李家钰、罗泽洲，谋妥协。

１１﹐５（一０，八）

甲、汉口七省公路会议，拟定修筑十一干线。

乙、松冈洋右晤苏俄副外长加拉罕。

１１﹐６（一０，九）

甲、内政部令各省取缔高利贷。

乙、宋子文发表谈话，纠正日本恶意宣传。

丙、林主席由南京赴洛阳。

１１﹐７（一０，一０）

甲、松冈洋右与俄记者谈话，表示亲俄意见。

乙、外交部为日军屠杀抚顺居民（９﹐１６）严重抗议。

丙、刘湘部猛攻泸州内江，并派飞机轰炸，黔军助刘湘攻占纳溪。

丁、蒋委员长自长沙回汉口。

１１﹐８（一０，一一）

甲、宋子文自京到汉口，晤蒋委员长。

乙、沈鸿烈部海军接防烟台、龙口，韩复矩军自胶东撤防。

丙、行政院决议招商局收归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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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行政院通令查禁侮辱任何宗教之刊物。

戊、川藏停战协议成立。

己、追剿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与红军徐向前等激战于郧西漫川关，不利。

１１﹐９（一０，一二）

甲、内政部规定禁止畜奴养婢办法。

乙、翁文灏不就教育部长，由朱家骅兼摄。

丙、戴传贤、张群谒蒋委员长，商川事。

丁、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

戊、苏俄外次加拉罕向日本代办天羽提议订立俄日【满】互不侵犯条约。

１１﹐１０（一０，一三）张学良自北平到汉口，谒蒋委员长。

１１﹐１１（一０，一四）

甲、汉口剿匪总司令部规定改良湖北地方政治办法十二条。

乙、吉林自卫军李杜、丁超克佳木斯。

丙、黑龙江救国军苏炳文大捷，日军败退富拉尔车站（时日方力谋与苏和）。

１１﹐１２（一０，一五）

甲、蒋委员长电令豫鄂皖三省剿匪将领于本月内肃清残匪。

乙、宋子文自汉口回抵上海。

丙、中央广播电台开幕。

１１﹐１３（一０，一六）

甲、东北救国军总司令苏炳文宣布拒绝日本和平谈判。

乙、四川刘湘与刘文辉战于富顺。

丙、招商局发现借款黑幕，前总经理李国杰被扣（李与交通部次长陈孚木以招商局财产抵押，

借款三千万，得佣金一百五十万，官商各半）。

１１﹐１４（一０，一七）

甲、外交部令出席国联会议代表，拒绝李顿报告书中之顾问会议一项。

乙、马占山自讷河到札兰屯，与苏炳文部会合。

丙、韩复矩报告所部撤防完毕。

丁、蒋委员长飞抵襄阳老河口视察剿匪军事。

１１﹐１５（一０，一八）

甲、军政部长何应钦令胶东刘珍年部开往浙江。

乙、交通部次长陈孚木以与招商局案有关，去职。

１１﹐１６（一０，一九）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借购美麦，设立民食委员会，（二）严办前招商局总经理李国

杰。

乙、红军徐向前、张国焘经陕西商县进向蓝田。

丙、刘文辉与邓锡侯、田颂尧续在成都近郊激战。

丁、贵州王家烈、毛光翔两部发生冲突。

１１﹐１７（一０，二０）

甲、中央常会决议：十二月一日国民政府正式迁回南京，以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

乙、蒋委员长自汉口飞襄阳。

丙、四川杨森、罗泽洲、李家钰占资中。

丁、刘珍年部自莱阳退集烟台，准备南开。

戊、红军贺龙、王炳南等自湖北枣阳，经河南桐柏、唐河、泌阳进至方城（意在牵制追击徐

向前之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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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江西红军林彪、董振堂攻占资溪。

１１﹐１８（一０，二一）

甲、日本向国际提出对李顿报告意见书。

乙、红军徐向前、张国焘自陕西蓝田沿秦岭西走子午岭。

丙、张学良自汉口返北平。

丁、上海华商电车工人罢工，与警察冲突。

１１﹐１９（一０，二二）

甲、刘湘派飞机轰炸泸州之刘文辉军。

乙、伪【满洲国】与日本银行订立三千万元建国公债合同。

丙、江西红军第一军团林彪、第五军团董振堂攻占金溪（１１﹐２３退去）。

１１﹐２０（一０，二三）

甲、日外相内田训令出席国联理事会代表松冈：（一）不允取消【满洲国】，（二）反对设立

国际委员会。

乙、成都近郊之刘文辉、田颂尧等继续激战。

丙、甘肃教潮扩大，省府主席邵力子等辞职。

１１﹐２１（一０，二四）

甲、国联理事会开会，讨论李顿报告，中日代表顾维钧、松冈洋右争辩。

乙、伪【满洲国】派往日内瓦之汉奸丁士源被国联拒绝，不许旁听。

丙、日本发表对李顿报告书意见书节略。

丁、蒋委员长自襄樊回汉口。

戊、刘湘部攻占泸州。

１１﹐２２（一０，二五）

甲、我出席国联理事会议代表团提出备忘录。

乙、马占山、苏炳文通电，北满大战在即，望国内各方勿再坐视。

丙、成都战事停止，邓锡侯通电请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订期会商川事。

丁、西南政务委员会及北平各团体反对美麦借款。

戊、湘鄂赣边区剿匪军东路谭道源部第七十七师罗霖败红军孔荷宠于江西修水黄沙港。

己、红军徐向前、张国焘经陕西 厔西南趋佛坪、西乡、城固。

庚、红军贺龙、王炳南为国军马鸿逵部败于河南方城，西走南召。

辛、红军林彪袭击抚州，进攻金溪之孙连仲部撤回固守（第二十三师李云杰亦失利，退守南

城）。

１１﹐２３（一０，二六）

甲、国联理事会日代表松冈洋右发言。

乙、国府重申民国十七年整理川政令（即十七年十一月八日之治川纲要十条）。

丙、第二十一师刘珍年部自烟台南开浙闽边境。

１１﹐２４（一０，二七）

甲、顾维钧在国联理事会驳斥日代表松冈洋右。

乙、救国军王德林电告与日军激战于一面坡。

丙、贵州将领犹国才、蒋丕绪等通电拥毛光翔行使第十八路总指挥职权，自遵义进兵贵阳。

１１﹐２５（一０，二八）

甲、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向各国公使否认中日直接交涉。

乙、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张国焘自陕西西乡进向川北，剿匪军胡宗南、刘茂恩、萧之楚

等师追击（胡师旋调陇东）。

丙、黔军蒋丕绪入贵阳，贵州省府主席王家烈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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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刘湘军进抵叙州。

１１﹐２６（一０，二九）

甲、教育部通令中学不设【党义】科（改为公民）。

乙、刘湘下令停止进攻（刘文辉部集中嘉定、仁寿，川中其它将领均响应邓锡侯１１﹐２２

电）。

丙、东北日军迫令伐除铁路两旁森林。

丁、红军贺龙等为河南南召镇平民团所败，师长段德昌死之，贺等走嵩县卢氏（寻入陕西，

十二月底又折回鄂境）。

戊、江西红军第十军方志敏占贵溪（１１﹐２８被击退）。

１１﹐２７（一０，三０）

甲、李济琛、黄绍竑电邀留粤中央委员出席三中全会。

乙、蚌埠附近小刀会谋劫火车未成。

丙、太原发生学潮。

１１﹐２８（一一，一）

甲、国联理事会一致通过李顿报告书交大会讨论（理事会闭幕）。

乙、日政府训令松冈洋右，勿退出国联。

丙、铁道部长顾孟余到汉口，筹商完成粤汉路事。

丁、水灾救济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江淮汉运堤工落成典礼。

１１﹐２９（一一，二）

甲、行政院会议议决：以蒋光鼐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为福建绥靖主任。

乙、张群电劝四川将领引咎停战，主设川政整理委员会。

丙、日军开始进攻东北救国军苏炳文部。

丁、法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戊、剿匪军第五十六师刘和鼎收复福建邵武，红军第十二军罗炳辉退光泽。

１１﹐３０（一一，三）

甲、国民政府发布迁回南京令。

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王用实、陈大齐为考选委员会正副委员长。

丙、田颂尧否认与邓锡侯联名发表合作电。

丁、济南发生学潮。

戊、徐州破获制造毒品（海洛英）机关。

１１﹐马仲英为新疆省军及归化军所败，退回肃州。

１２﹐１（一一，四）

甲、国民政府正式自洛阳迁回南京，林主席本日抵京。

乙、十九国特别委员会决议本月六日召开国联大会特别会议。

丙、黑龙江日军猛攻苏炳文部，占领札兰屯，进犯海拉尔。

丁、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成立。

１２﹐２（一一，五）

甲、蒋委员长电令豫鄂皖三省主席，政令必一，责任必专。

乙、蒋委员长电日内瓦颜惠庆等，否认主张中日直接交涉。

丙、国联调查团美国随员杨华德发表解决中日问题方案。

丁、太原、济南学潮恶化，行政院令严厉处置。

１２﹐３（一一，六）

甲、何应钦电令剿匪将领优待投降之匪军。

乙、救国军苏炳文部自海拉尔退满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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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被捕投诚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锡根发【告中共同志宣言】。

丁、江西剿匪军陈诚部第十四师周至柔收复金溪。

１２﹐４（一一，七）

甲、日军占领兴安站，进攻海拉尔，救国军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通电撤兵，马占山同行

（日盛传马已战殁）。

乙、刘湘部分路进向成都，与刘文辉军战于仁寿。

１２﹐５（一一，八）

甲、日军占领海拉尔，苏炳文等退入俄境，被解除武装。

乙、招商局整理债务委员会成立。

１２﹐６（一一，九）

甲、国联大会开幕，颜惠庆演说，要求日本撤兵，解散所谓【满洲国】。

乙、日军占满洲里。

１２﹐７（一一，一０）

甲、国联大会各小国代表拥护李顿报告书，捷克、爱尔兰、西班牙、瑞典四国提出决议草案，

谓日军行动并非自卫，主邀美俄参加协议调解，英代表西门袒日。

乙、李顿在英演说中日问题，谓国联已到最后关头。

丙、外交部抗议日军屠杀抚顺人民案（即平顶山案）。

丁、上海地方法院通缉前交通部次长兼招商局监督陈孚木。

１２﹐８（一一，一一）

甲、郭泰祺在国联大会演说，拒绝与日直接交涉。

乙、日本驻俄代办天羽要求引渡苏炳文等（被拒）。

丙、日本铁甲车向山海关发炮。

丁、江西红军占黎川（？）。

戊、宜昌发现水力电厂之水流量。

１２﹐９（一一，一二）

甲、国联大会通过主席团起草之决议案，将李顿报告书及各项有关意见一并移交十九国委员

会拟具建议，大会闭会。

乙、苏俄允苏炳文等过境赴欧洲。

丙、李济琛离沪回粤，电京辞职。

丁、成都附近刘文辉与田颂尧激战再起。

戊、福建剿匪军刘和鼎收复光泽。

１２﹐１０（一一，一三）

甲、山海关日军挑衅事件解决，驻军道歉赔偿，日铁甲车后撤。

乙、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开幕。

丙、蒋委员长乘军舰自汉口回南京（１２﹐１２抵达）。

丁、刘湘、刘文辉两部主力激战于仁寿井研（刘湘取攻势）。

戊、第廿一师刘珍年自烟台到温州。

１２﹐１１（一一，一四）

甲、莫斯科发表拒绝日本要求引渡苏炳文经过。

乙、田颂尧电告，刘文辉部已退出成都。

丙、孙科等在沪会商三中全会提案。

丁、西南五省外交特派员朱兆莘在粤暴卒。

１２﹐１２（一一，一五）

甲、中苏邦交恢复（由中国出席国联首席代表颜惠庆与苏俄外长利瓦伊诺夫在日内瓦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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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各发表宣言）。

乙、广州中央委员邹鲁、邓泽如、李宗仁等电三中全会，盼防止独裁，协同剿共，实行抗日。

丙、废止内战大同盟电请讨伐刘湘。

１２﹐１３（一一，一六）

甲、外交部长罗文干发表中、苏复交宣言，并公布中苏换文。

乙、苏俄外长利瓦伊诺夫宴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三代表。

丙、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向俄大使面致说帖，拒绝订立互不侵犯协议。

丁、新疆尧乐博士、马士明、铁木耳占鄯善，屠汉人三百余户（

旋为金树仁部旅长熊发有夺回，复屠回民）。

１２﹐１４（一一，一七）

甲、国联五国起草委员会完成中日问题决议草案。

乙、孙科自沪到京，准备出席三中全会。

丙、首都各界举行欢迎蒋委员长大会，蒋演说以礼义廉耻相勉。

丁、班禅到南京。

戊、蒋委员长派陈继承为豫南清剿区指挥官（辖五个师），卫立煌为鄂东清剿区指挥官（辖

七个师）（时豫皖边区红军复炽，众约三万，编为第九、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

１２﹐１５（一一，一八）

甲、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幕，推蒋中正、于右任、孙科、顾孟余、

丁惟汾、戴传贤、居正为主席团。

乙、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中日问题决议草案，即送交中日两国。

丙、中苏外长互贺两国复交。

丁、内政会议开幕。

１２﹐１６（一一，一九）

甲、三中全会决议组织特种外交委员会。

乙、四川刘湘、刘文辉两军连日剧战。

丙、颜惠庆、利瓦伊诺夫会谈中苏复交后诸问题。

丁、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统一会计制度。

１２﹐１７（一一，二０）

甲、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乙、中国代表发表宣言，不满十九国委员会之决议草案。

丙、国府明令各机关，停止庆贺新年。

１２﹐１８（一一，二一）

甲、张国焘、徐向前率红军第四方面军自陕南越大巴山进至四川通江两河口（徐、张原拟西

入甘新，打通国际路线，以国军阻截追击，所部一再损折，改道入川）。

乙、陈立夫等之苏俄研究社在南京成立。

１２﹐１９（一一，二二）

甲、三中全会第二次大会决议：（一）明年召集国民参政会，（

二）团结国族，以固国基。

乙、江西剿匪军克黎川，红军萧劲光败走。

丙、在上海虹口公园投弹之韩人尹奉吉在日本枪毙。

１２﹐２０（一一，二三）

甲、三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集中国力，挽救危亡（孙科等之提案：１履行保障民权之政

纲，２各地以不设政务委员会为原则，３确定兴革，明立赏罚，４积极进行地方自治工作，

５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６从速起草宪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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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委员长训令豫鄂皖边区剿匪将领，严治匪区壮丁顽梗者。

丙、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中日问题和解草案，暂时休会，使谈判继续进行。

丁、日本飞机扰绥中朝阳。

戊、军事委员会组织检阅委员会。

１２﹐２１（一一，二四）

甲、三中全会通过教育改革案（大学教育侧重实科及本国教育）。

乙、蒋委员长与戴传贤、宋子文、张群商四川问题。

丙、粤军余汉谋收复江西安远。

１２﹐２２（一一，二五）

甲、三中全会闭幕。

乙、行政院令犹国才代理贵州省政府主席。

丙、太原各校以学潮扩大，均提前放寒假。

１２﹐２３（一一，二六）

甲、蒋委员长召集首都军警长官训话。

乙、刘文辉军失利，自成都退向嘉定、眉山、夹江。

丙、福建前省防军旅长陈国辉枪毙。

１２﹐２４（一一，二七）

甲、日本军部就三中全会之对日态度发表荒谬声明，谓对危及极东和平之国民党之存在及其

外交政策，宜施以清算。

乙、日飞机连日在朝阳投弹。

丙、班禅在京就任西陲宣化使。

丁、韩复矩到北平，晤张学良（１２﹐３０回鲁）。

戊、蒋委员长到上海。

１２﹐２５（一一，二八）

甲、红军第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越大巴山进入四川（占领四川通江）

（全军四个师，王宏坤、倪志亮、何畏、王树楚任师长，李先念等任政治委员，约一万五千

人）（一说１２﹐１２）。

乙、日军部召开全国师团长会议，商对华计划。

丙、建设西北专门委员会成立。

丁、蒙古剧烈地震。

１２﹐２６（一一，二九）

甲、顾维钧代表向国联秘书处致备忘录提出修正案。

乙、四川刘文辉战败，向刘湘请和。

丙、章嘉活佛在京就任蒙旗宣化使。

１２﹐２７（一一，三０）

甲、行政院会议决议，以颜惠庆为驻苏俄大使。

乙、日军集中热河边境，汤玉麟告急，北平政务委员会决议死守。

丙、蒋委员长自上海抵奉化原籍。

丁、招商局舞弊案宣判，前总经理李国杰处徒刑三年。

１２﹐２８（一二，一）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西京巿。

乙、何成浚自武汉抵西安，督剿川陕间之共产军（徐向前）。

丙、最高法院宣布不承认广州之西南最高法院分院所判决案件。

丁、东京俄使再向日本提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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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９（一二，二）

甲、中央常会决议起草国民参政会法规。

乙、外交部向国联报告热边日军行动。

丙、川军将领刘湘、田颂尧等会议于内江。

丁、红军徐向前攻四川万源，为剿匪军刘茂恩部所败。贺龙扰川鄂交界。

戊、新疆马世明攻占吐鲁番。

１２﹐３０（一二，三）

甲、日军部要求苏俄承认伪【满洲国】。

乙、顾维钧代表发表长文，驳斥松冈洋右言论。

丙、行政院通令苏浙等十省，厉行烟禁。

丁、宋庆龄、蔡元培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招待上海中外记者。

戊、江西剿匪军总司令部命第一纵队罗卓英（辖三个师）集中宜黄一带，第二纵队吴奇伟（辖

四个师）

集中抚州以南，第三纵队赵观涛（辖四个师）集中金溪附近，一周后开始进攻（均受中路军

总指挥陈诚节制）

。

１２﹐３１（一二，四）

甲、中美公断条约公布。

乙、四川内江会议，决设善后委员会，令刘文辉部退往西康。

丙、中国青年党内讧，中央委员王捷侠被停职。

丁、１２﹐陕甘工农游击队在陕西宜君马拦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任军长。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３３──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

１﹐１（一二，五）

甲、夜九时日军进攻山海关，要求我撤退南关驻军。

乙、天津日军司令中村发表【告同胞书】，决澈底膺惩对于和平之暴敌。

丙、国府举行淞沪抗日将领授勋典礼。

丁、刘文辉又向成都反攻，川战再起。

戊、中华航空救国协会在上海成立。

己、苏俄任命鲍格莫洛夫为驻华大使。

庚、江西剿匪军第二十八师王懋德败红军第八军李天柱于分宜安福间之路口（１﹐６？）。

１﹐２（一二，六）

甲、日本陆空军猛攻山海关，我何柱国第九旅拒之。

乙、天津日军司令中村为山海关事件警告张学良，如事态扩大，波及华北，其责任由张负之。

丙、英国议员兰斯伯雷主制裁日本。

丁、伍朝枢卒，年四十八岁。

１﹐３（一二，七）

甲、下午六时日军攻陷山海关及临榆城，我营长安德馨等战殁。

乙、中村告天津各国武官，攻取榆关，在断绝关内与热河之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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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日机侦察滦东，军舰封锁秦皇岛。

丁、张学良答复中村【警告】，榆关事件由日负责。

戊、日使发表榆关事件声明书。

己、蒋委员长自奉化返上海，即赴杭州。

庚、红军佯攻江西南城，以主力袭黄狮渡，窥抚州，国军飞机二架予以扫射轰炸。

辛、刘湘对刘文辉下攻击令。

壬、孙科发起组织中山文化教育馆。

１﹐４（一二，八）

甲、外交部为榆关事件对日严重抗议，并电颜惠庆报告国联。

乙、外交部向中外发表宣言，说榆关事件经过。

丙、日外务省向国联说明榆关事件，由于中国挑衅。

丁、东京俄大使向日外务省提出有关互不侵犯条约说帖。

戊、日外务省向各国声明若中国不改变态度，事态将益恶化。

己、江西红军第一军团林彪，第五军团董振堂，第七军团萧劲光、罗炳辉攻占南城黄狮渡，

国军第五师第十三旅损失大半，旅长周士达失踪。

１﹐５（一二，九）

甲、中日军在石河对峙，日机连日轰炸榆关附近村庄。

乙、阎锡山及韩复矩通电愿为抗日前驱。

丙、胡汉民及孙科谈话，对日惟有抵抗。

丁、红军张国焘、徐向前占四川通江（徐入川，先占城口万源，因受追击军压迫，转向通江、

南江、巴中。时张国焘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兼川陕省主席，徐为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

浩为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

。

戊、豫鄂皖边区剿匪总指挥卫立煌召集师长万耀煌、汤恩伯、李玉堂、张印相及黄安、黄陂、

麻城、礼山县长等会议，命将匪区清野，各县长随军前进，组织民众，建筑碉堡（时边区残

余红军由吴焕光、徐海东编为第二十五军，吴任军长）。

己、江西红军罗炳辉占金溪（即退）。

１﹐６（一二，一０）

甲、张学良电京，否认榆关事件就地解决。

乙、蒋委员长自杭州返南京。

丙、江西红军主力迫抚州，并占东乡（１﹐８退出）。

丁、江西剿匪军第五十九师陈时骥、第四十三师刘绍先、第十八师朱耀华败红军第十五军毛

泽潭，攻占安福路口（赣江西岸红军之根据地）。

１﹐７（一二，一一）

甲、榆关日铁甲军炮击黄土岗。

乙、我代表团要求国联尽速采用有效方法，制止日军行动。

丙、广东将领请出兵抗日。

丁、苏俄斯大林演说，以日本拒绝订立互不侵犯协议，惟有备战。

戊、以施肇基为驻美公使。

己、四川省府主席刘文辉战败，通电辞职。

庚、红军进攻抚州，与中路军第二纵队吴奇伟（第九十师）、孙连仲（第二十七师）、周志柔

（第十四师）等师激战。

１﹐８（一二，一二）

甲、日军进犯热河朝阳、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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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张学良对中外记者谈话，说明榆关事件。

丙、各地将领请缨抗日，蒋委员长谕令整顿部队，静候命令。

丁、刘湘通电结束四川战事。

戊、第二十七师孙连仲部失利，退浒湾；第十四师周至柔破红军于黄狮渡附近。

己、红军贺龙自鄂西鹤峰陷湖南桑植。

１﹐９（一二，一三）

甲、日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登陆。

乙、日陆军省、外务省会议，要求中国军队撤离北宁铁路二英里。

丙、孙科自沪入京，与蒋委员长商对日问题。

丁、剿匪军第十四师周至柔与南城守军第二十四师许克祥破红军于下方堡，毙其第五军团副

总指挥兼第十三军长赵博生（共产党以宁都为博生县以纪念之），红军退黎川。

戊、中央要人电勖张学良。

己、红军林彪、罗炳辉攻占浒湾，猛攻抚州，剿匪军第一师萧干拒退（吴奇伟、孙连仲部损

失颇重）。

庚、美国务卿史汀生与新总统罗斯福谈中日问题。

辛、南京钟山谭延闿纪念堂举行落成典礼。

１﹐１０（一二，一四）

甲、日军进攻山海关北之九门口。

乙、吉林自卫军李杜退入俄境。

丙、行政院决议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

丁、上海银行界票据交换所成立。

１﹐１１（一二，一五）

甲、日军部声明热河为【满洲国】领域，决定进兵。

乙、日本覆我抗议，榆关事件由于华军挑衅。

丙、日机又向朝阳附近投弹射击。

丁、外交次长刘崇杰自南京赴北平（３﹐２回京）。

戊、汪兆铭离德，准备返国。

己、中政会通过第三届立法委员九十人。

庚、罗斯福赞同史汀生之远东问题意见。

１﹐１２（一二，一六）

甲、日军陷九门口。

乙、外交部向辛丑条约签字国提出榆关事件节略。

丙、立法院院长孙科视事（１﹐１６正式就职）

。

１﹐１３（一二，一七）

甲、进犯南昌之红军自东乡陈坊桥东退。

乙、两广陈济棠、李宗仁及西南各省代表会议，商讨西南大联合。

丙、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电请出兵收复榆关。

丁、国联秘书长德留门以其修正案征求日本意见。

戊、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袒日言论。

１﹐１４（一二，一八）

甲、江西剿匪军前敌总指挥陈诚进驻抚州。

乙、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部退入俄境。

丙、四川二刘（刘湘、刘文辉）战事结束（自民国以来，川省内战已四百八十余次，而以此



- 918 -

次规模为最大）。

丁、山东省府主席韩复矩大释囚犯。

１﹐１５（一二，一九）

甲、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如国军不再进攻，愿与协力抗日（似与１﹐１７宣言为一事）。

乙、第十五军刘茂恩部追剿徐向前，进抵四川通江。

丙、财政部决定统一国库办法。

丁、美国通知各国，不承认【满洲国】。

戊、监察院委员高友唐弹劾前上海地方审判厅长郑毓秀与上海特区法院长杨军熉贪婪不法。

１﹐１６（一二，二０）

甲、南昌各团体以红军北犯，连陷金溪、崇仁，围攻抚州，扰及东乡，省垣震动，电请蒋委

员长来赣督剿。

乙、日机轰炸热河开鲁，我义勇军攻通辽。

丙、国联十九国委员会重开（无结果）。

１﹐１７（一二，二一）

甲、【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宣言：

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障群众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武装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

取中国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斗争，

以停止内战，武装人民，实行抗日为条件，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议。

乙、宋庆龄、蔡元培、杨铨、鲁迅、史量才、郑太朴、胡愈之、王造时、林语堂、陈彬龢等

之【民权保障大同盟】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开成立会。

丙、美新总统罗斯福宣言维护条约。

丁、中共在四川通江举行【川陕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戊、外长罗文干以国联将修正案先与日本接洽，发表谈话，表示不满。

己、广州执行部政委会电请国府表示抗日态度。

庚、中央决定将北平故宫重要古物南迁。

辛、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建设豫鄂皖苏浙赣湘七省公路。

壬、太原大捕学生。

１﹐１８（一二，二二）

甲、南昌五十三团体再电请蒋委员长移驻江西。

乙、上海各团体忠告段祺瑞、吴佩孚勿受日人利用。

丙、蒋委员长连日巡视南京各机关督促整饬。

丁、中政会通过四川善后办法，派张群入川。

戊、财政部商讨国库统一整理办法。

己、国联十九国委员会讨论修正案。

１﹐１９（一二，二三）

甲、中常会通过新闻检查标准。

乙、黄绍竑携蒋中正函到香港，劝李济琛回京。

１﹐２０（一二，二四）

甲、红军主力（第一军团第二十二军）为国军陈诚所败，退出抚州浒湾、流坊。

乙、红军徐向前败川军田颂尧部罗乃琼师，占领巴中。

丙、段祺瑞离天津南下。

丁、十九国委员会续开，要求日本答复是否接受修正案（抛弃美苏参加一项）。

戊、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被刺受伤。

己、立法院指定宪法起草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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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一二，二五）

甲、日军向热边北票增开。

乙、日外相内田康哉在议会抨击中国与国联，谓将以其权威与实力，达成其目的。

丙、日本拒绝十九国委员会之修正案，我代表团发表宣言亦不同意（调解失败）。

丁、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书古物运京。

戊、江西剿匪军对红军大举围攻，共军彭德怀（第三军团）进抵贵溪上清。

己、湘鄂两省军队会剿湘西之贺龙。

庚、四川匪陷蓬溪。

１﹐２２（一二，二六）

甲、罗文干发表谈话，驳斥内田康哉昨日之狂论。

乙、外交部再向日抗议榆关事件，要求撤兵。

丙、段祺瑞到南京，晤蒋委员长。

丁、湘西红军贺龙进攻永顺（三日后被击退）。

１﹐２３（一二，二七）

甲、十九国委员会指派九人委员会起草报告书。

乙、蒋委员长电令豫鄂皖剿匪各师，依限肃清残匪。

丙、黔局又变，原任主席王家烈电告进入贵阳（毛光翔、犹国才等失败）。

丁、京沪航空救国宣传周开始。

戊、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通电反对古物南迁。

己、监察院弹劾江苏省府主席顾祝同擅行枪毙【江声日报】经理。

１﹐２４（一二，二八）

甲、国联各小国代表坚持报告书中应声明否认伪【满洲国】。

乙、段祺瑞自南京到上海。

１﹐２５（一二，二九）

甲、日本临时阁议，商应付国联问题。

乙、日陆空军及伪蒙军进犯热河开鲁，我崔新五旅拒之。

丙、马仲英部马全禄、马德祥攻迪化。

１﹐２６（一，一）

甲、孙科电广州，请一致抗日。

乙、日伪军再犯热河开鲁。

丙、英前外相张伯伦忠告日本，勿抗世界道德制裁。

１﹐２７（一，二）

甲、蒋委员长乘舰离南京赴赣剿匪。

乙、粤桂闽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会商决定抗日剿共同时并进。

丙、日陆相荒木贞夫在议会演说，将进攻热河。

丁、苏俄正式否认中俄订立密约。

戊、新疆回马世明、马福明、麻木提（世明为马仲英部，福明等为新疆回）为金树仁之东路

剿匪总指挥盛世才所败，自吐鲁番西退，占领焉耆，是后南疆大乱。

己、前德国国防部长萨克德应邀到上海（即赴江西晤蒋委员长，３﹐１９回德）。

１﹐２８（一，三）

甲、江西剿匪军前敌总指挥陈诚电京告捷，大破红军于抚州东南。第十一师长罗卓英收复金

溪。

乙、湖南剿匪军收复桑植，共军贺龙西走。

丙、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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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通电决守土抗日。

戊、辽宁义勇军第五路郑桂林进攻九门口之日军。

１﹐２９（一，四）

甲、马仲英部马全禄纠合吐鲁番缠回进袭迪化。

乙、红军张国焘、徐向前进入四川巴中（１﹐２０？）。

丙、蒋委员长到南昌。

丁、长江水上警察总局成立于武昌。

戊、英外相西门反对在国联起草之报告书中声明不承认伪【满洲国】。

１﹐３０（一，五）

甲、德国纳粹首领希特勒组阁。

乙、蒋委员长在南昌扩大纪念周讲演，提出实干、硬干、快干三口号，准备第四次围剿。

丙、江西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全省动员剿赤。

丁、北平成立民权保障同盟分会。

戊、暹罗强迫华侨学校每年教授暹文八百小时。

１﹐３１（一，六）

甲、广州西南政务委员会通过抗日剿共计划。

乙、九门口日军袭击我阵地。

丙、日外相令日代表团对国联提出新案。

２﹐１（一，七）

甲、外长罗文干对国联起草报告，发表强硬谈话，反对承认伪【

满洲国】。

乙、英使蓝浦生到南京访罗外长，东京英使林莱访日外相内田。

丙、北平古物一部运上海。

丁、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占四川南江。

２﹐２（一，八）

甲、广州成立西南国防委员会，蔡廷锴为主席。

乙、朱庆澜通电，谓热边义军编制完成，指挥统一，誓复国土，请政府当局精诚团结，挽救

国难。

丙、日飞机侦察承德。

丁、红军自江西黎川入闽，进犯将乐。

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军事裁判所暂行条例】。

２﹐３（一，九）

甲、日机炸九门口附近。

乙、张学良对外国记者谈话，日军如攻热河，决予抵抗。

２﹐４（一，一０）

甲、蒋委员长对官佐训话，说明剿匪意义，并重提【实干、快干、硬干】三信条。

乙、义勇军郑桂林等与日军激战于九门口。

丙、国联十九国委员会拒绝日本新提案，并劝告接受１２﹐１５决议案。

２﹐５（一，一一）

甲、蒋委员长规定军民联络办法。

乙、新疆南路维吾尔回铁木尔陷阿克苏。

２﹐６（一，一二）

甲、国联十九国委员会一致赞成不承认【满洲国】之建议，并请美俄赞同与合作。

乙、豫鄂皖苏浙赣湘七省公路专门委员会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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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一，一三）

甲、蒋委员长设南昌行营，以熊式辉兼参谋长，杨永泰任秘书长，电旅外江西人士，归来协

剿（蒋自兼赣粤闽三省剿匪总司令，以陈济棠为副司令）。

乙、【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张国焘为主席。

丙、上海民权保障同盟请废止侵害民权各法规。

丁、榆关日军袭沙河寨。

戊、北平古物二千箱南运。

己、行政院改组湖北省政府，仍以夏斗寅为主席。

２﹐？（一，？）马仲英自河西再入新疆，占领哈密。

２﹐８（一，一四）

甲、胡汉民谈话谓抗日重于剿共。

乙、军缩会议取消中国代表演说，颜惠庆退席。

丙、中共中央局决议【开展反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即反【罗明路线】，见２﹐

１５乙）

，【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

２﹐９（一，一五）

甲、国联十九国委员会函质日本是否承认中国在满洲之主权，能否停止进攻热河。

乙、日军犯石河桥，并与义勇军激战于大凌河。

丙、伪国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宣布将吉长、吉敦、吉海、渖海、四洮、洮昂、齐克、洮索、呼

海、奉山十铁道及其附属事业，委托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

丁、马良（相伯）、章炳麟宣言，以历史证明东三省属于中国。

戊、中央常会决议在新乡设华北办事处，推张继为主任。

己、立法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开第一次会。

２﹐１０（一，一六）

甲、中央政治会议商讨国防委员会组织。

乙、立法院通过宪法起草委员会组织条例。

丙、江西省党部令各县党部指导民众组织协剿会。

丁、冯玉祥覆书张学良，望先复榆关（张曾派人到张家口晤冯，旬前蒋中正亦曾劝冯入京）。

２﹐１１（一，一七）

甲、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到北平。

乙、日军又向热河开鲁进犯。

丙、英国文学家萧伯纳抵香港。

２﹐１２（一，一八）

甲、日军进犯热河阜新及凌南。

乙、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对川北红军徐向前开始总攻。

丙、班禅离北平赴绥远。

丁、全国艺术展览会在上海开幕。

戊、红军朱德、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猛攻南丰，守军第八师陶峙岳拒之。

２﹐１３（一，一九）

甲、国联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九人委员会之报告书草案前部（中日满洲问题之经过，国联之处

置）。

乙、日本发出对国联之覆文，拒绝撤销对于【伪满】之承认，决不变更既定方针（明日送达）。

丙、宋子文在北平接见中外记者，谓日军如攻热河，将全力抵抗。

２﹐１４（一，二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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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联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九人委员会报告书草案之建议（维护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九国

公约、国联决议案，日军退入南满铁路附属地区，不承认现时东三省之一切组织）。

乙、蒋委员长颁布剿匪善后委员会组织大纲，以前敌总指挥为委员长。

丙、红军朱德等攻南丰不下，西退。

丁、川北红军徐向前集中巴中、恩阳，抗拒田颂尧军。

２﹐１５（一，二一）

甲、红军朱德等攻江西南城南谷，为国军所败，走黎川。

乙、中共中央局以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主放弃闽西上杭永定苏区后退，予以撤职，改

派刘晓等为临时常委；秦邦宪、周恩来等借此以打击毛泽东。

丙、义勇军进攻辽西绥中车站。

丁、教育部设置建国奖学金。

２﹐１６（一，二二）

甲、日陆相荒木贞夫发表谈话，攻热为已定计划（盛传日本将退出国联）。

乙、蔡廷锴就剿匪军左路总指挥职。

丙、四川田颂尧军王铭章、罗乃琼两纵队（五个师）进向巴中南江，刘存厚及刘茂恩军进向

通江（时川军屡为徐向前所挫）。

２﹐１７（一，二三）

甲、日本举行紧急阁议，拒绝国际联盟劝告，决定进攻热河。

乙、热河汤玉麟电，日方迫我开鲁驻军撤退，否则即第三次进攻。

丙、日使馆令天津、张垣妇孺于二周内回国。

丁、国联十九国委员会报告书公布并广播。

戊、萧伯纳到上海，由宋庆龄招待（当晚离沪）

。

２﹐１８（一，二四）

甲、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朱庆澜自北平到承德（宋在欢迎会中作激昂演说，决不放弃

东北，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人占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乙、张学良及东北军总指挥张作相，热河驻军司令汤玉麟通电决心奋斗求生，复我河山。另

电日内瓦我代表团，陈述日方暴状及我国决心（时华北各军约二十余万人，编为八个军团，

于学忠、商震、宋哲元三军团防冀东，万福麟、汤玉麟、张作相〔孙殿英？〕三军团守热河，

傅作义军团驻察东，杨杰军团驻北平，商震、宋哲元、万福麟、汤玉麟、孙殿英、傅作义、

杨杰任总指挥）。

丙、热河民众通电一致表示抗日决心。

丁、田颂尧之第二十九军与红军（第二十五军）

徐向前等开始主力战。

戊、豫南红军第二十五军徐海东扰商城。

２﹐１９（一，二五）

甲、阎锡山表示与张学良一致抗日。

乙、何应钦谈话，我已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

丙、宋子文、张学良自热河回北平。

２﹐２０（一，二六）

甲、马仲英部马全禄迫迪化城郊，回民应之，占西大桥（旋退据迪化西南妖魔山）。

乙、日本阁议决定，如国联大会采用十九国委员会报告书，日本即退出国际联盟。

丙、伪【满】以张景惠、张海鹏分任攻热河总司令及前敌总指挥。

丁、陈济棠接受赣粤闽三省剿匪副司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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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监察委员高友唐弹劾郑毓秀等舞弊案，移送法院办理。

２﹐２１（一，二七）

甲、晨六时，日伪军进攻南岭，热河战事开始，汤玉麟电请全国协助。

乙、国联特别大会开幕，日本代表声明不承认十九国委员会报告，主席宣布中日争案调解失

败。

丙、内政部长黄绍竑自粤回抵南京，谓西南与中央意见一致。

丁、行政院召开四川善后讨论会，决定原则九项。

戊、宋子文自北平回抵上海。

２﹐２２（一，二八）

甲、日军中路陷南岭，我董福亭旅退北票，北路日伪军进攻开鲁。

乙、伪【满洲国】对中国发出通牒，要求热河省内驻军于二十四小时内撤退。

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划分全国为十四个监察区。

２﹐２３（一，二九）

甲、日本向外交部提出节略，谓进攻热河系根据【日满议定书】，要求我军撤退，罗部长当

予驳斥。

乙、日伪军开始对热河总攻。

丙、日内阁决定拒绝国联之报告书，即电令松冈投反对票。

丁、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法。

戊、新疆缠回自焉耆合马仲英部马全禄猛攻迪化，金树仁军焚西大桥民房（２﹐２８回众退）。

己、四川田颂尧部夺回巴中。

２﹐２４（二，一）

甲、国联大会以四十二票对日本之一票通过十九国委员会报告书，并决定组织顾问委员会，

邀请美俄参加。

乙、日军（北路）攻陷热河开鲁，守军崔兴武旅退天山。

丙、国防委员会成立。

丁、宋子文飞抵南昌，晤蒋委员长。

２﹐２５（二，二）

甲、日军中路陷热河朝阳（董福亭旅溃散）。

乙、美国务卿史汀生宣言拥护条约神圣之原则。

丙、国联顾问委员会成立。

丁、蒋委员长划江西为八个清剿区，限期肃清。

戊、田颂尧军与红军徐向前剧战于南江。

己、中央党部华北办事处成立。

２﹐２６（二，三）日军（南路）进攻凌南白石咀、纱帽山。

２﹐２７（二，四）

甲、美国正式声明参加国联顾问委员会。

乙、东北军孙德荃、缪澄流、丁喜春、刘香九旅（属华北军第四军团总指挥万福麟）与南路

日军激战于凌南。孙殿英（华北军第六军团总指挥）进援赤峰，堵御北路日军。

丙、日军部声明如中国军队在平津有所行动，当讲求自卫处置。

丁、江西红军进攻新喻南乡，被击退。

戊、投诚之中共中央委员兼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常委，欧洲局书记，太平洋职工会秘书

主席余飞发告共党同志书。

己、江西红军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败剿匪军第一纵队罗卓英部于乐安东北之蛟湖，

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及官兵六千余人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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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二，五）

甲、蒋委员长发告共产党干部人员书，劝放弃迷梦，一致抗日（

应系对中共１﹐１７宣言之答复）。

乙、行政院决议自三月十日起施行银币新换算法（废两改元），先自上海试办。

丙、西南政务委员执行部电勖张学良、汤玉麟。

丁、热河南路日军攻占纱帽山。

戊、红军董振堂、彭德怀等败剿匪军第一纵队于乐安霍源，第五十九师旅长杨德良、方靖死

之，官兵仅余百余人（翌日师长陈时骥被俘）。

己、江西西路剿匪军收复宁冈。

庚、川北红军徐向前退出长池。

３﹐１（二，六）

甲、北路日军进至赤峰附近，南路日军陷凌源。

乙、汤玉麟扣留汽车自承德运送鸦片入古北口。

丙、长春、东京、大连同时发表伪国将吉长、吉敦、吉会、四洮、洮昂、洮索、齐克、呼海、

渖海、奉山铁路，委交南满铁路会社经营（满铁社增设铁道建设局及铁路总局）。

丁、马仲英部合缠回陷阜康，官军盛世才自吐鲁番回援。

戊、剿匪军第一纵队第十一师萧干败红军于宜黄西源，伤亡营长以下三百余人，红军退东陂。

３﹐２（二，七）

甲、第四军团长万福麟督于兆麟等旅反攻凌源，不利。

乙、华北各党部电请中央对日绝交。

丙、中央常会通过国民参政会选举法原则。

丁、江西红军主力退集宁都。

３﹐３（二，八）

甲、日本飞机一架炸承德，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西走滦平。

乙、北路日军陷赤峰（孙殿英部仍在附近抗拒）

，南路陷平泉。

丙、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自京赴平（黄旋任参谋团主任，应付长城战事，豫鄂

皖剿匪军奉调北上）。

丁、蒋委员长悬赏缉拏匪首（内含有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第一

军团总指挥林彪，三军团彭德怀，五军团董振堂，政治委员聂荣臻、滕代远、萧劲光等）。

戊、福建剿匪军进攻建宁（已收复连城、明溪、清流、泰宁、光泽五县）。

己、第一师胡宗南部自汉中开抵天水。

３﹐４（二，九）

甲、上午十时日军一百二十八人自建平进入承德。

乙、热河日军自凌源进陷冷口。

丙、张学良电令万福麟坚保凌源平泉阵线（张作相时在古北口）。

丁、蒋委员长下令封锁江西匪区。

戊、剿匪军中路总指挥陈诚自抚州进驻南城。

己、美禁黄金出口。

３﹐５（二，一０）

甲、蒋委员长在南昌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江北、江西剿匪军务交朱绍良、陈诚负责。

乙、何应钦到北平，电请中央惩汤玉麟。

丙、宋子文在上海发表谈话，谓热河战败在预料中。

丁、北路日军自赤峰进陷围场，孙殿英部西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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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豫南剿匪军第三十五师马腾蛟部两团在光山郭家河被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包围缴械。

己、军政部令各省保留城垣城壕。

庚、新任驻俄大使颜惠庆到莫斯科。

３﹐６（二，一一）

甲、日军迫喜峰口，与万福麟军接战。

乙、蒋委员长自南昌飞抵汉口，转军北上，并电张学良继续抵抗。

丙、西南政务委员会议决派兵北上，并促张学良反攻。

丁、外交部长罗文干否认辞职，决负责到底。

戊、欧美考察实业专使孔祥熙回抵上海。

３﹐７（二，一二）

甲、张学良电中央引咎辞职。

乙、行政院决议汤玉麟免职查办。

丙、监察院弹劾张学良、汤玉麟，军法惩办。

丁、华北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商震所属第三十二军黄光华师克复冷口。

戊、苏俄拒绝参加国联顾问委员会。

３﹐８（二，一三）

甲、日军猛攻古北口外青石梁，激战开始。

乙、日本内阁决定退出国际联盟措置声明。

丙、蒋委员长抵石家庄，何应钦自北平来晤。

丁、李烈钧到太原晤阎锡山，商对日问题。

戊、国府明令通缉汤玉麟。

己、【国民御侮自救会】在上海成立（民权保障同盟发起）。

庚、江西剿匪军克长池，红军二万余集瑞金。

辛、左路剿匪军新编第二师卢兴邦收复福建清流。

３﹐９（二，一四）

甲、蒋委员长、宋子文、何应钦与张学良会于保定。

乙、古北口外东北军王以哲军及关麟征师克老虎沟口、怀来店。

丙、第九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之第二十九军部冯治安、张自忠师开始与日军在喜峰口接

触。

丁、孙殿英部自热河围场退多伦。

戊、驻日公使蒋作宾回国抵上海。

己、新任驻俄大使颜惠庆呈递国书。

庚、外交部电颜惠庆，盼俄制止日军干预中东路，勿承认满洲国，予中国以物资援助，中俄

美合作，议订中俄互不侵犯条约及商约。

３﹐１０（二，一五）

甲、保定会议决定准张学良辞职，蒋委员长回石家庄，张回北平（是晚张约见北京大学校长

蒋梦麟及胡适、丁文江等）。

乙、北平日使馆提议在长城南北设中立区域，被拒。

丙、古北口外日军猛攻，喜峰口外日军攻占关帝庙。

丁、广州正式委蔡廷锴为援热前敌总指挥，由粤桂闽三省出兵。

戊、上海实行废两改元（每元银七钱一分五厘）

。

己、上海莫斯科无线电通报。

３﹐１１（二，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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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张学良通电辞职（所部由于学忠、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分别统率）。

乙、古北口外激战，张廷枢师阵地不守，关麟征师长负伤。

丙、喜峰口外宋哲元部（赵登禹、王治邦旅之大刀队）夜袭潘家口附近之敌。

丁、阎锡山到石家庄，晤蒋委员长。

戊、翁照垣在保定通电就华侨救国军总指挥。

己、宋子文否认中日直接交涉。

庚、日本外务次官有田八郎向英大使声称，如中国不挑衅，日本决不向关内扩张。

３﹐１２（二，一七）

甲、古北口失陷。

乙、国府明令准张学良辞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及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职，派

何应钦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即日就职）。

丙、蒋委员长自石家庄进驻保定。

丁、张学良飞抵上海。

戊、江西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部北犯。

己、左路剿匪军第五十六师刘和鼎败红军于福建建宁、大田。

庚、中山文化教育馆成立于上海（旋迁南京，孙科主之）。

３﹐１３（二，一八）

甲、外交部长罗文干自保定到北平晤各国公使。

乙、蒋委员长发表告东北将士书，勉以【同甘苦，共生死】。

丙、北平文化教育界领袖胡适、翁文灏、丁文江、蒋梦麟奉邀到保定，晤蒋委员长（蒋云不

料日本进攻热河及汤玉麟张学良败溃如此之速）。

丁、日机十二架炸喜峰口我军阵地。

戊、江西红军第十军周建屏攻占福建光泽，败剿匪军第四旅周志群。

３﹐１４（二，一九）

甲、宋哲元军克复喜峰口外老婆山。

乙、古北口敌猛攻界岭口，并以飞机狂炸。

丙、黔桂湘间番民滋事，桂军往剿。

丁、国府明令特赦刺杀张宗昌之郑继成。

戊、豫鄂皖剿匪军第十三师万耀煌在黄安七里坪附近为红军第二十五军吴焕先所败，伤亡数

百。

３﹐１５（二，二０）

甲、喜峰口敌军被迫后撤。

乙、军事委员会委蔡廷锴为援热救国军总指挥。

丙、江西剿匪军第五军长罗卓英部在黄陂为红军朱德、彭德怀包围，为第四军吴奇伟救出。

丁、湘鄂赣边区红军第十六军败湘军第十六师彭位仁于平江，彭部损折一千余人。

戊、福建红军再陷光泽。

己、国联顾问委员会开会。

庚、中共之马克斯共产主义大学开学（在瑞金另有苏维埃大学、工农红军大学、步兵学校、

特种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无线电学校、卫生学校等）。

３﹐１６（二，二一）

甲、喜峰口日军袭罗文峪，东路日军犯界岭口。

乙、我留日学生十七人为日本拘捕。

丙、刘峙代理豫鄂皖边区剿匪总司令。

丁、行政院准云南添设屏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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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７（二，二二）

甲、汪兆铭自欧洲抵上海，宋子文电中央即日起停止代理行政院长职务。

乙、罗文峪日军受挫，另支袭遵化。

丙、何应钦接见日代办中山。

丁、田颂尧部与四川南江之红军徐向前激战。

３﹐１８（二，二三）

甲、外交部长罗文干在京发表谈话，中日问题绝不妥协或直接交涉。

乙、进犯遵化日军被拒退。

丙、四川田颂尧部克复南江。

３﹐１９（二，二四）

甲、罗文峪激战再起。

乙、宋哲元到保定谒蒋委员长（明日北返）。

丙、孙殿英军挫日军于多伦以东。

丁、浙江萧山反对改良蚕种，暴动。

３﹐２０（二，二五）

甲、日军猛攻界岭口及义院口。

乙、韩复矩到保定，谒蒋委员长（明日回济南）

。

丙、汪兆铭到京，即出席中央纪念周讲演。

丁、胡汉民在港谈话，驳斥汪兆铭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说。

戊、张学良沪寓发现炸弹。

己、江西剿匪军第二纵队吴奇伟收复广昌。

３﹐２１（二，二六）

甲、喜峰口继续激战。孔祥熙代表蒋委员长前来慰劳将士。

乙、剿匪军第一纵队第十一师为红军董振堂等败于宜黄霹雳山、东陂，阵亡团长三人，师长

萧干负伤。

３﹐２２（二，二七）

甲、外交部令驻外使领驳斥日本谄言。

乙、苏俄驻日大使晤日外相内田康哉，对于日本拒绝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表示遗憾。

丙、华北财政委员会成立，王克敏等为委员。

丁、四川杨森军连日与红军徐向前激战于得胜山。

戊、湘军陈光中师克江西莲花。

３﹐２３（二，二八）

甲、何应钦否认中日妥协之谣。

乙、日军猛攻冷口外五道河萧家营，为第二军团商震拒退。

丙、汪兆铭辞行政院长，请以宋子文真除。

丁、蒋委员长电陈济棠代理闽粤赣边区剿匪总司令。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电请广东出兵协剿。

戊、川北红军徐向前部集通江。

３﹐２４（二，二九）

甲、蒋委员长到北平，召开军事会议。

乙、东线冷口激战，商震挫敌于三神庙马道沟，西线敌机炸密云。

丙、中央常会推孙科、于右任赴沪留汪兆铭。

丁、中俄商约开始谈判。

戊、日使有吉明回国。



- 928 -

３﹐２５（二，三０）

甲、蒋委员长自北平返保定，飞开封。

乙、东线冷口外混战，敌未得逞。

丙、浙江余杭农民反对蚕种，暴动。

丁、红军陈毅围攻乐安，第四十三师孔令恂旅拒之。

３﹐２６（三，一）

甲、蒋委员长抵南京，汪兆铭、孙科等亦至自上海。

乙、蒋委员长电令豫鄂皖边区军政长官肃清残匪。

丙、江西剿匪军第二十八军刘建绪部第十五师王东原、第六十三师陈光中败红军第八军李天

柱、第二十一军萧克，收复永新。第二十八师王懋德及第二师（粤军）叶肇亦分别收复遂川

之衙前、高陂。

丁、喜峰口宋哲元军克复半壁山。

戊、【日满合办通信会社】协议成立。

３﹐２７（三，二）

甲、日本正式通告退出国际联盟。

乙、蒋委员长与汪兆铭、孙科、宋子文、居正、戴传贤、顾孟余等会商军政问题。

丙、辽西义勇军郑桂林克复老爷岭。

丁、东北救国军旅长郑润成部五百余人到迪化应援，马仲英部续攻（郑为苏炳文部，与李杜、

王德林等部自俄境转入新疆，共约万余）。

３﹐２８（三，三）

甲、外交部长罗文干发表宣言，谓日本虽退出国联，仍须履行公约义务。

乙、日军陷石河东岸回马寨（明日我军克复）。

丙、黄绍竑、熊斌奉蒋委员长命自北平往张家口，晤冯玉祥（蒋前曾约冯到保定相晤）。

３﹐２９（三，四）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命汪兆铭销假视事。

乙、九门口日伪军进犯，被拒退。

丙、伪【满洲国】扣留自中东路开往西伯利亚之苏俄列车。

３﹐３０（三，五）

甲、中央常会议决（一）七月一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二）提前召集国民大会，（三）

汪兆铭辞职不准。

乙、行政院长汪兆铭复职。

丙、冯玉祥再致书蒋委员长，主拼命抵抗，并列举办法十二条。

丁、藏兵再度进犯巴塘。

戊、红军陈毅猛攻乐安六日，被守军孔令恂旅及援军周至柔、吴奇伟师所击退。

３﹐３１（三，六）

甲、滦东日军自九门口进犯石门寨。

乙、江西红军进攻南丰。

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心理研究所自北平迁南京。

丁、日前外相芳泽谦吉抵上海。

４﹐１（三，七）

甲、石门寨失守。

乙、伪【满洲国】对不承认国家关闭门户。

丙、苏俄与伪【满洲国】扣车案部分解决，俄方允将货车交还。

丁、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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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马仲英部马全禄猛攻迪化（约在同时，自疆西前进之马仲杰猛攻奇台，阵亡）。

４﹐２（三，八）

甲、日军进犯多伦丰宁，与孙殿英、冯占海部接触。

乙、中央电促陈济棠迅速派兵入赣协剿。

４﹐３（三，九）

甲、日军要求滦东我军撤退或投降。

乙、汪兆铭在国府纪念周演说，革新政治，必先去外患。

丙、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

丁、上海巨商叶鸿英捐产一百万元，办理图书馆及乡村教育。

戊、江西红军方志敏、邵式平攻占金溪、金乡，罗炳辉攻占新淦，彭德怀、董振堂进攻永丰。

己、出席世界文化合作会代表李煜瀛回抵上海。

４﹐４（三，一０）

甲、滦东日军陷海阳镇、侯庄，何柱国军反攻夺回。

乙、蒋委员长回南京赴江西督师剿匪（以红军北趋，南昌抚州紧急）。

丙、广州西南政委会反对中央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丁、中荷退还庚款换文。

４﹐５（三，一一）

甲、马相伯、章炳麟、沈思孚通电指责政府抗战不力。

乙、日机轰炸滦东各县。

丙、中央政治会议决以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

丁、大东、大北、太平洋水线合同签字。

４﹐６（三，一二）

甲、蒋委员长抵南昌，布置对红军第五次围剿（即赴抚州视察）。

乙、全国实行改两为元。

丙、日军再陷滦东海阳镇。

丁、浙江余杭农民为反对取缔土制蚕种，骚动未已。

４﹐７（三，一三）

甲、蒋委员长在抚州对中路军将领讲【最近剿匪战术之研究】。

乙、日军又攻冷口，并利用汉奸李际春等扰滦东。

丙、何柱国军再克海阳镇。

丁、宋哲元电辞察哈尔省府主席（明日中央慰留，宋旋赴津）。

戊、新疆回铁木尔、马占仓攻陷喀什噶尔回城（疏附），驱喀什行政长马绍武（省军师长金

树智自杀）

。

己、交通部与美商马凯无线电公司订立报务合同。

４﹐８（三，一四）

甲、中央党部某常务委员谈话驳斥宋庆龄释放被捕之共产党员及予共党以言论出版结社自由

之主张。

乙、江西红军分向赣江下游进攻。

丙、进犯湖南浏阳之红军孔荷宠为湘军彭位仁师所败。

丁、伪【满洲国】封锁满洲里，阻断中东铁路交通。

４﹐９（三，一五）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说明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意义。

乙、浙江临安农民为取缔蚕种问题暴动，死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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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梁士诒卒于香港，年六十五。

４﹐１０（三，一六）

甲、日军分路进攻长城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及古北口内之南天门，并以大队飞机炸海阳镇。

乙、蒋委员长在南昌纪念周讲演攘外必先安内，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严予

处罚。

丙、大队日舰驶抵汉口。

丁、日本之辽宁【鞍山制铁所】与满铁会社分离。

戊、英国宣布废除日印通商条约。

己、新疆督办公署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决推翻金树仁。

４﹐１１（三，一七）

甲、冷口及建昌营失守，喜峰口敌南侵。

乙、蒋委员长在南昌召开豫鄂皖陕甘苏浙七省保安会议。

丙、自江西新淦犯永丰之红军被孙连仲部击退。

丁、新回铁木尔、马占仓攻占喀什噶尔汉城（即疏勒）。

戊、苏俄为中东路被阻，向伪满洲国抗议。

己、张学良离上海赴欧洲。

４﹐１２（三，一八）

甲、新疆迪化政变，督办公署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城防指挥官白受，航空教官李笑天，迪化

县长陶明樾，联合巴平古特，格里米肯之归化军（白俄）三百人进攻省政府，推教育厅长刘

文龙为临时主席，前东北救国军旅长郑润成为临时军事委员长，党务特派员白毓琇死之（是

谓【四一二】革命）。

乙、日军陷滦东迁安。

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裁撤北平政务委员会。

丁、刘峙自南昌到抚州，指挥赣东剿匪军事（４﹐１８向南昌）。

戊、江西红军第二十二军罗炳辉退出新淦（翌日剿匪军第五师周浑元入城）。

己、前南京巿长魏道明以受贿渎职被劾，监察院呈请国府核办。

庚、伪中东路督办李绍庚通告俄籍副理事长库兹尼佐夫限于一个月内将该路车辆交还（三千

四百七十余辆）。

４﹐１３（三，一九）

甲、新疆主席金树仁反攻迪化，以盛世才部叛变，败走昌吉塔城。

乙、宋哲元军退撒河桥，商震军反攻冷口，夺回迁安。

丙、中央常会通过临时代表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

丁、行政院议决设置农村复兴委员会。

戊、围攻江西永丰之红军彭德怀、董振堂退向崇仁、乐安。

己、湘军陈光中师克江西永新，陶广彭位仁师克万载之小源，击破红军孔荷宠部。

庚、空军第四队自汉口开南昌。

辛、伪国封锁绥芬之苏俄关税。

４﹐１４（三，二０）

甲、盛世才任新疆临时边防督办，郑润成辞军事委员长（寻派陈中赴莫斯科，６﹐３回。又

前围攻迪化之马全禄，时已退南山，四月底为所部旅长马德祥戕杀，盛委为师长，不久马德

祥又为焉耆之马世明诱杀）。

乙、汪兆铭辟中日妥协谣，并劝同志共赴国难（所谓跳入火坑）。

丙、南昌之保安会议闭幕。

丁、江西剿匪军陈诚部克新淦，败红军第二十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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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陈独秀案在南京开审（章士钊任陈之辩护律师）。

己、喜峰口敌攻滦阳，宋哲元苦战。

庚、蒋委员长商请黄郛以私人名义赴北方襄助。

４﹐１５（三，二一）

甲、迁安再失，秦皇岛撤退。

乙、江西剿匪军收复永丰。

丙、蒋委员长以剿匪军中路总指挥陈诚、第十八军长罗卓英作战失利，分别予以降级革留处

分（上月陈部第五十一、五十九师败覆）。

丁、毛泽东、朱德宣言重申１﹐１７停战主张，并要求游行示威自由，释放政治犯。

４﹐１６（三，二二）

甲、北戴河、卢龙、昌黎失守。

乙、江西红军再犯崇仁乐安。

丙、派宋子文出席华盛顿经济讨论会（实为与美商华北战事问题）。

丁、苏俄外交次长加拉罕为中东路事，向日使太田强硬抗议。

４﹐１７（三，二三）

甲、滦东全部沦陷，何柱国、商震部退滦河以西。

乙、喜峰口日军进犯撒河桥。

丙、北平日本代办中山详一访美使约翰逊，商中日停战。

４﹐１８（三，二四）

甲、北平日代办中山详一初访何应钦。

乙、敌机扰唐山、通州、密云、遵化。

丙、广州政治委员会再商出师北上抗日，推蔡廷锴为粤桂闽抗日军总指挥。

丁、苏炳文、马占山到莫斯科，即赴德国。

戊、宋子文自沪赴美。

４﹐１９（三，二五）

甲、美国放弃金本位，宣布恢复禁金出口令（中国金融巿场发生剧烈变化）。

乙、日本参谋本部以天皇责日军进攻滦东，下令后撤。

丙、日本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详一访英使蓝浦生，请斡旋中日停战。

丁、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赴北平。

戊、黄郛、张群、陈仪在上海与日本武官根本博密谈。

己、何应钦约于学忠、商震、蒋梦麟、胡适、丁文江会商。

庚、何成浚、何键在汉口会商湘鄂会剿红军贺龙。

辛、蒋委员长派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清剿总指挥，统一军令（时红军第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

寻退走）

。

壬、苏浙津沪等二十二省巿党部电请胡汉民等入京，共挽危亡。

４﹐２０（三，二六）

甲、中央政治会议商讨华北问题（拟于段祺瑞、阎锡山、黄郛三人中择一主持华北）。

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王世杰为教育部长。

丙、蒋梦麟访英使蓝浦生，商议调解中日停战（４﹐２２再度会晤）。

丁、东北之吉会铁路通车。

戊、陈独秀案再审，辩论终结。

己、山西省府主席徐永昌电请汪兆铭速决和战大计。

４﹐２１（三，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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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热河日军开始猛攻南天门，关麟征、黄杰两师力战却之（由第十七军长徐庭瑶指挥）。

乙、陈公博（代表汪兆铭）到北平（４﹐３０回京）。

丙、外交部亚洲司长沈觐鼎到北平，助次长刘崇杰进行各国斡旋中日战争。

４﹐２２（三，二八）

甲、日本陆军省宣布长城以内之日军停止战事与追击，即将撤退至长城以外，但华军不得开

入日军撤退之地区。

乙、南天门剧战。

丙、宋哲元自北平赴遵化前线（宋离前线已十余日）。

丁、汪兆铭电约黄郛来京，商华北问题（黄到京后即赴南昌）。

戊、外交部长罗文干电在北平之次长刘崇杰，绝不与日本直接谈判停战，外交部亚洲司长沈

觐鼎在北平晤英使蓝浦生，面交罗文干函，盼英美法斡旋日方停止进攻。蓝云日方似欲停止

进攻，允作考虑。

４﹐２３（三，二九）

甲、南天门继续血战。

乙、商震军复入滦东迁安、卢龙。

丙、北平前共产党首领李大钊遗榇卜葬，男女青年四十余人因散发传单被捕。

丁、新任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到上海。

４﹐２４（三，三０）

甲、南天门我军黄杰师克八道楼子。

乙、何柱国军入滦东安山站，宋哲元部收复滦阳，日军撤出喜峰口。

丙、外交部亚洲司长沈觐鼎访美使约翰逊，盼友邦警告日本停战。

丁、方振武组织之抗日救国军抵河北定县。

戊、日使有吉自日本回抵上海。

己、江西红军朱德进犯崇仁，被击败。

庚、红军第十六师孔荷宠自赣西进犯湖南浏阳。

辛、新疆省府主席金树仁在塔城通电下野。

壬、行政院电令故宫博物院长易培基催索张学良携去之古字画。

４﹐２５（四，一）

甲、蒋委员长电令四川将领各派代表来赣，商剿匪抗日事宜。

乙、江西红军一枝进至南昌临川间之云山，为国军击走，退向金溪。

丙、美国务卿赫尔电覆约翰逊，谓不宜介入中日问题。外交次长刘崇杰请英使蓝浦生劝阻日

本进攻，蓝云恐难做到。

４﹐２６（四，二）

甲、王瑚卒于北平，年六十九岁。

乙、南天门竟日血战。

丙、陈独秀、彭述之案宣判，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丁、青年党宣布王捷侠、霍维周脱党经过。

戊、外交次长刘崇杰晤英使蓝浦生、美使约翰逊，司长沈觐鼎与法使魏尔登商中日停战问题，

魏尔登态度消极。

４﹐２７（四，三）

甲、何柱国军入昌黎，萧之楚军克兴隆。

乙、外交部抗议日军侵入河北省。

丙、汪兆铭发表【老话】，再论【抵抗与交涉并行】。

丁、军政部次长陈仪在上海与日武官商中日停战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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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蒋委员长任徐源泉为鄂西剿匪总指挥。

己、江西剿匪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收复东乡，第三航空队长张有谷率飞机炸崇仁乐安间之固

岗南村（时朱德在固岗，毛泽东在南村）。

庚、藏军再度东犯。

辛、岑春烜卒于上海，年七十三岁。

４﹐２８（四，四）

甲、日军总攻南天门，我军阵地全毁。

乙、日军及刘桂堂、李寿山等伪军进攻多伦。

丙、国府特派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

丁、伪满洲国罢免中东路之俄籍副理事长库兹尼佐夫及俄籍局长鲁德义。

戊、追击徐向前之刘茂恩军自四川万源向河南南阳撤回。

己、【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现金出口登记条例】。

４﹐２９（四，五）

甲、南天门阵地失守。

乙、多伦失守，赵承绶部退沽源。

丙、何柱国军入北戴河。

丁、改编东北义勇军，以冯占海、邓文、檀自新、刘震东等为师旅长（均已退察哈尔）。

戊、坦克车六辆到南昌，参加剿匪。

己、江西剿匪军第五师周浑元克金溪，红军方志敏等退贵溪。

庚、蒋委员长手令江西抚河信河方面剿匪督办刘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相机应变，因地制宜，

戒慎恐惧，以期有成。

辛、废止内战大同盟发表宣言。

壬、美国务卿赫尔演说，斥黩武主义。

４﹐３０（四，六）

甲、日机炸兴隆。

乙、蒋委员长连日召见川军代表，商剿匪抗日问题。

丙、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电关东军，反对停战。

５﹐１（四，七）

甲、国民政府特派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总司令，白崇禧为副司令，蔡廷锴为前敌

总指挥；何键为西路总司令；刘峙为北路总司令。又特派刘镇华为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

（上月鄂境将领徐源泉、梁冠英、上官云相、郝梦龄、萧之楚等不满中央，反对剿匪，赖刘

疏导无事，因任以是职）。

乙、南昌举行剿匪阵亡将士追悼会。

丙、蒋委员长手令改变剿匪方针，以守为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

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

丁、四川剿匪军克通江（４﹐２９红军退去）。

戊、汪兆铭在中央纪念周讲演抗日与剿赤。

己、本日劳动节，上海发生冲突，被捕五十余人。

庚、伪满洲国截断中东铁路与乌苏里铁路。

辛、苏联远东红军司令白鲁谦（嘉伦）在伯力讲演，准备抵抗外敌。

５﹐２（四，八）

甲、苏联外长利瓦伊诺夫正式向日大使太田提议愿将中东铁路售日本或【满洲国】。

乙、新任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呈递国书。

丙、北平日本武官永津佐比重电关东军，主攻占密云（北平北），再议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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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本陆军省发言人谓将再度向关内进兵。

戊、国联秘书厅草成不承认【满洲国】问题之报告书。

己、国民政府明令慰勉新疆人民，并准该省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辞职。

庚、新疆回铁木尔（维吾尔）、马占仓（东干回）占领喀什噶尔。

５﹐３（四，九）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黄绍竑、李煜瀛、

张继、韩复矩、宋哲元、于学忠、徐永昌、王揖唐、王克敏、王树翰、刘哲、汤尔和、周作

民、张志潭、丁文江等二十二人为委员。

乙、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再行进攻。

５﹐４（四，一０）

甲、苏俄与日本谈判出售中东铁路问题。

乙、日本陆军省宣称，中国军队越过滦河，接近长城为挑衅行动。

丙、黄郛自南昌抵上海。

丁、榆关日军迫我北戴河军撤退。

戊、任命邵力子为陕西省府主席，朱绍良为甘肃省府主席。

己、豫南红军扰光山。

庚、女作家丁玲在上海被捕（１９３６年获释）

。

辛、出席华盛顿经济讨论会之日本代表石井菊次郎赴美。

５﹐５（四，一一）

甲、日军复由冷口建昌营南犯。

乙、日伪军进犯察东沽源。

丙、农村复兴委员会开会。

丁、马仲英复自甘肃肃州进向新疆，所部马仲杰旋占哈密。

５﹐６（四，一二）

甲、关东军迫华军撤退滦河以西，否则进攻，限明晚七时答复。

乙、日本参谋本部电关东军，华军须退滦州、乐亭、玉田以西。

丙、北平军分会开会，并发表声明，驳斥前日日本军部之声明。

丁、宋子文抵华盛顿。

戊、第二十一师长刘珍年企图异动，在杭州被扣。

己、蒋委员长电何应钦、黄绍竑，希设法隔离中日两军，我军祇能妥择阵地抵抗，并请黄以

参谋长代行委员长职权，赴张北指挥，以图恢复多伦。

５﹐７（四，一三）

甲、日军大举进犯滦东、抚宁、迁安。

乙、伪军刘桂堂在察东沽源被击退。

丙、汉奸张敬尧（前湖南督军）在北平被刺毙命（张受板垣征四郎收买，拟内应日军）。

丁、黄郛在上海与日武官根本博续商停战。

５﹐８（四，一四）

甲、外交部训令驻俄大使颜惠庆向俄政府致送节略，不得私自出售中东铁路（颜大使明日照

会苏俄）。

乙、日本军部发出【华北应急处理方案】，定于六月中旬以前停战。

丙、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诬我军挑战，决定加以打击。

丁、日伪军总攻滦东，北戴河留守营被占。

戊、宋子文晤美总统罗斯福，商白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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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陈铭枢自欧洲到广州，有所活动。

５﹐９（四，一五）

甲、外交部为苏俄出售中东铁路事，发表声明，反对任何一方处理该路。

乙、苏俄外次加拉罕对颜惠庆否认出售中东铁路。

丙、日军再陷卢龙、抚宁。

丁、宋子文与罗斯福二次商谈白银问题。

戊、林主席及戴传贤赴西安。

５﹐１０（四，一六）

甲、日军再度进攻南天门。

乙、日机炸密云、蓟县。

丙、国联小组委员会通过不承认伪组织之报告书。

丁、蒋委员长令川陕豫鄂湘赣粤闽八省动员，清剿匪共。

戊、贵州王家烈、犹国才两军激战于贵阳以西。

５﹐１１（四，一七）

甲、古北口日军猛攻南天门，我十七军徐庭瑶部（关麟征、黄杰、刘戡三师力拒）刘戡师伤

亡奇重，笔架山阵地失守。

乙、日机侦察北平，散发荒谬传单。

丙、何应钦电询黄郛以与日方接洽情形，盼得和平途径（张群亦电黄请迅设法，并速来平）。

丁、苏俄外次加拉罕对颜惠庆声明不反对伪【满洲国】价赎中东铁路。

戊、苏俄外长利瓦伊诺夫谈话谓中国十八个月未能履行中俄协议，对于中东铁路之义务，已

失去协议中之权利。

己、达赖代表呈请中央取消班禅之西陲宣化使名义。

庚、四川将领刘文辉与邓锡侯争夺成都烟税统税及防区，形势险恶，中央去电制止。

辛、吴佩孚之卫队（千余人）在北平解散。

５﹐１２（四，一八）

甲、南天门新开岭继续血战，我黄杰师伤亡重大。

乙、滦东日军自迁安卢龙渡过滦河，我沈克师及王以哲军御之。

丙、黄郛在上海再与日武官根本博密谈，根本博表示华军将退至密云，日军不再前进，黄即

电何应钦、黄绍竑、张群，盼下一决心，将我军撤至牛栏山一带（翌日复电蒋中正）。

丁、立法院通过西陲宣化使公署条例。

戊、张学良晤义相墨索里尼。

己、外交部电英法美使馆，盼各国设法使日本停止扰乱平津区域。

庚、外交部司长沈觐鼎再访美使约翰逊，探询美国对日军进攻平津态度，约翰逊称爱莫能助。

辛、英使馆参赞告外交次长刘崇杰，盼中日自行接洽，华军及早后撤。

５﹐１３（四，一九）

甲、南天门新开岭失守，徐庭瑶军南退。

乙、滦河何柱国军后撤，平榆道上王以哲军退丰润。

丙、黄郛电汪兆铭、陈仪，日方表示无意进至平津，但华军须后撤。

丁、江西剿匪军飞机九架炸宁都。

戊、南昌召开军队政治训练会议。

己、行政院电令四川刘文辉、邓锡侯两军各回原防。

庚、行政院决议派宋子文、郭泰祺为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代表。

辛、墨西哥被逐回国华侨（四千余人）代表电请政府救济。

５﹐１４（四，二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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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颜惠庆再向苏俄抗议出售中东铁路。

乙、黄郛在上海与日本武官根本博最后会谈，告以何应钦已允命华军退至顺义、玉田、唐山。

黄郛之秘书李择一到北平。

丙、石匣镇失守，徐庭瑶军退密云，前线九松山阵地由第二十六军萧之楚接防。

丁、滦河以西敌陷丰润，王以哲军退玉田。

戊、四川战事又起，刘文辉、邓锡侯战于灌县崇宁。

己、新疆临时边防督办盛世才，临时省府主席刘文龙就职。

庚、林主席到西安。

５﹐１５（四，二一）

甲、新任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自上海到南京，晤汪兆铭后即北上（黄迟迟北上，

以与日方有所接洽，等候消息）。

乙、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发表声明，谓日军不进占平津，惟华军若不改变挑战态度，日军

将反复继续反击作战。

丙、外交次长刘崇杰自北平电蒋中正，英使盼华军后撤，两军自行接洽。美使称倘日军攻平

津，仅能予中国以道义援助。

丁、驻英公使郭泰祺晤英外相，盼英法美有所动作，不得要领。

戊、唐山撤守。

己、前红军第二军团政治委员邓中夏（邓康）在上海被法国巡捕所捕（后在南京枪决）。

庚、航空委员会成立，聘意大利人为顾问。

５﹐１６（四，二二）

甲、美总统罗斯福发表吁请和平宣言（英国首先声明赞成）。

乙、参谋本部厅长熊斌奉何应钦命，两日来三晤日本武官永津佐比重，允将华军撤至芦台、

宝坻。

丙、东线日军迫玉田，宋哲元军自龙井关三屯营经遵化西撤。

丁、行政院决议改组安徽省政府，以刘镇华代吴忠信为主席。

５﹐１７（四，二三）

甲、黄郛抵北平，谓当秉中央意旨，安定华北人心（昨过津晤于学忠，有人投弹未中）。各

将领晤黄，均谓无力再战。

乙、何柱国军退塘沽，王以哲军退宝坻，宋哲元军退蓟县，日军陷遵化，另支越唐山玉田西

进。

丙、山西主席徐永昌电蒋中正，主中日妥协以保平津华北。

丁、陈铭枢偕蔡廷锴由粤赴闽。

５﹐１８（四，二四）

甲、我国接受５﹐１６罗斯福和平宣言，外交部长罗文干声明中美意见一致。

乙、日本参谋本部对关东军发出华北停战指导要领，华军须撤至停战线，由北平武官永津佐

比重任洽商任务。

丙、黄郛谈话，决在相互谅解之下谋中日和平。

丁、汪兆铭电黄郛、何应钦、黄绍竑，希依预定政策保全平津，徐谋转圜。

戊、东路日军陷胥各庄、塘沽，古北口日军陷九松山。

己、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商定伪满洲国收买中东路办法。

庚、陈济棠委余汉谋、李扬敬为中路及东路剿匪指挥官。

辛、最高法院判处上海战时之汉奸胡立夫死刑。

５﹐１９（四，二五）

甲、天津日人唆使汉奸郝鹏（前直隶督办李景林之财政厅长）、李书凤（李景林之侄）、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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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廷福（前于学忠部旅长）、石凤鸣等以【华北人民联合自卫军】名义于夜间暴动，被

击溃。

乙、北路日军陷密云，进至牛栏山，与我傅作义军相持，东路陷丰润、蓟县，我军退三河、

香河、芦台。

丙、日机三次飞北平侦察。

丁、北平自卫会代表谒黄郛，誓死反对对日屈服。

戊、广州唐绍仪、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邓泽如、邹鲁致电国际联盟、九国公约签字国，

及苏俄，不承认压迫之妥协。

己、宋子文与罗斯福发表共同谈话，谓两年来远东局势足以扰及世界和平，相信此次中日战

事，不久将可息止。

庚、行政院派胡世泽、张乃燕、金问泗为驻瑞士、比利时、荷兰公使。

辛、四川刘文辉部决灌县都江堰，强渡毘河，败邓锡侯军。

壬、江西红军林彪、彭德怀攻宜黄乐安，方志敏攻浙边白沙关。

癸、剿匪军飞机十二架轰炸兴国。

子、上海、旧金山无线电通报。

５﹐２０（四，二六）

甲、大队日机低飞北平上空示威。

乙、青年赵敬时刀伤北平日使馆哨兵，日军官率卫兵直冲新华门责问（传便衣队将于是夜暴

动）。

丙、日军陷三河，宋哲元军退运河沿岸。

丁、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命日军停止追击。

戊、中央执行委员会电广州唐绍仪等，请勿信谣言，并盼出兵剿匪。

己、山西主席徐永昌电汪兆铭，盼对日事断然处置。

庚、全国航空建设协会成立。

５﹐２１（四，二七）

甲、东路日军陷香河，北路日军陷怀柔。

乙、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决在白河线作最后抵抗。

丙、汪兆铭电黄郛、何应钦、黄绍竑，请便宜处置，祇求无忝于职，无愧于心，一切皆非所

计。

丁、段祺瑞等嘱旧属，制止华北冒名滋事者。

戊、鄂南红军孔荷宠扰阳新。

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成立（杨永泰任秘书长）。

５﹐２２（四，二八）

甲、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通令撤兵，集中平郊，并任徐庭瑶为北平城防司令，军政

各机关移驻长辛店，准备迁保定。

乙、汪兆铭电黄郛，除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自愿挺身负责（夜

十一时到平）。

丙、黄郛得汪兆铭电，是夜十二时偕李择一往晤日代办中山详一、陆军武官永津佐比重、海

军武官藤原喜代间商停战问题。

丁、日军五百名自天津到北平。

戊、日军进攻通州，全城大火，我庞炳勋及高桂滋师拒之。

己、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谈话，谓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

庚、日本军部以板垣征四郎策动之反蒋活动无效，致电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命结束天津

特务机关工作，由永津佐比重当商洽停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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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汉奸白坚武致书诱煽于学忠部某团长，进攻天津之河北省政府。

壬、中日关税协议期满，实施改正关税。

５﹐２３（四，二九）

甲、黄郛与日代办中山详一、陆军武官永津佐比重、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在日本海军武官

官舍商定停战条件（晨四时半），何应钦与张群、黄绍竑、俞飞鹏、熊斌会议，决再派员往

密云日军司令部续商。

乙、殷同到北平，奉黄郛命赴长春探询关东军意旨，斡旋停战事（５﹐２７返北平）。

丙、国防会议（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日如攻平津，当尽力应战，如休战希望未绝，仍继续

进行。

丁、北路日军猛攻牛栏山，我傅作义军御之，东路仍炮攻通州。

戊、宋子文在美演说，中国决不放弃满洲热河。

己、日本政府决定由满洲国收购北满铁路（中东铁路）。

庚、行政院任钱泰为驻西班牙公使，张歆海为驻葡萄牙公使。

辛、日使有吉明禀陈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对于日本在华北行动及否认国民党之方针，表示怀

疑。

壬、方振武部进至宣化，与冯玉祥联合。

癸、四川刘文辉军占崇宁，田颂尧自川北派兵援邓锡侯，刘湘决武装调停。

子、山西同蒲铁路开工。

５﹐２４（五，一）

甲、东路日伪军陷宁河。

乙、察境伪军刘桂堂陷沽源。

丙、国防会议（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对日商洽停战祇可作为军事协议，不涉政治，其条件

须经中央核准（即由汪兆铭电黄郛、何应钦）。

丁、蒋委员长电黄郛、何应钦、黄绍竑，停战不宜形诸文字，协议条款须划清题界。日人狡

猾，盼乘此时机，重整军容，以备最后牺牲。又电黄郛，应决心守城，站住脚步，徐图转圜，

非至最后关头，不可离平。

戊、日本专使石井菊次郎与美总统谈话开始（共四次）。

５﹐２５（五，二）

甲、何应钦、黄郛派参谋本部处长徐祖诒（徐燕谋）偕日本武官永津、藤原赴密云（李择一

随行）晤日军师团长西义一郎，再商停战条件，决定中日互派代表在唐山会议。

乙、国防会议议决：（１）如日迫我承认伪组织及割让东四省，必毅然拒绝，任何牺牲均所

不避，（２）如日军退出长城以北，我军不向之追击。

丙、蒋委员长电黄郛，休战协议不可超过淞沪协议，北平城防应加紧准备死守。

丁、蒋光鼐、蔡廷锴电中央，反对对日妥协，力主抗战到底。

戊、西南之抗日军抵达湖南郴州。

己、刘文辉已夺回所失防地八县，川战暂停。

庚、日本向裁军会议要求与英美海军平等。

辛、马仲英自哈密西进。

５﹐２６（五，三）

甲、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先是中共派冯旧部吉鸿昌偕杨晓初、

刘少文赴张家口，苏俄亦派杨子康前往，会同华北中共党员张慕陶、宣侠父说冯举兵）。

乙、何应钦、黄郛、张群、黄绍竑、钱大钧商派熊斌为中日停战会议代表（地点改为塘沽）。

丙、汪兆铭声明在不丧权辱国之原则下，谈判休战。

丁、顾维钧代表在裁军会议宣言，在残害中国之侵略未解决前，不能放弃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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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通州日军向东撤退三十余里（明日我军亦向西撤退三十余里）。

己、红军张国焘、徐向前乘刘文辉与邓锡侯、田颂尧之战，自川陕边区再占南江，并败刘存

厚军于竹溪关（刘部退宣汉）。

庚、日本覆４﹐１６苏俄抗议，谓中东路争端与日无关，乃伪【

满】之事。

５﹐２７（五，四）

甲、日本专使石井菊次郎与美总统罗斯福发表共同宣言，希望各国以合作精神，以建立世界

和平与繁荣。

乙、黄郛电蒋委员长表示愤慨，谓两年来国事败坏，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谅解，对外误信

能得国际援助。

丙、日本陆军省声明中日停战已进行交涉。

丁、顾维钧在裁军会议中反对空军轰炸。

戊、阎锡山委孙楚为晋绥察边防司令（驻大同，防冯玉祥）。

５﹐２８（五，五）

甲、汪兆铭、孙科、罗文干到庐山，晤蒋中正，谓停战觉书如已签订，愿与何应钦、黄郛共

负责。

乙、内政部长黄绍竑自北平抵京（明日赴庐山）

。

丙、安徽宿县骚动（共产党与红枪会）。

５﹐２９（五，六）

甲、西南执行部电贺冯玉祥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

乙、汪兆铭电何应钦、黄郛，塘沽谈判请坚决进行，倘招国人不谅，愿身当其冲。

丙、蒋中正电黄郛，共尝艰苦，始终不渝，诸事必负责。

丁、日伪军陷芦台。

戊、黄绍竑自北平到牯岭，报告华北休战谈判经过。

己、５﹐２５马仲英攻占新疆古城（奇台），俘师长黎海如（仲英弟仲杰战死），进驻孚远，

５﹐２９盛世才自迪化出驻三台御之（

６﹐１盛与马仲英进行和议）。

庚、日驻苏大使太田照会苏俄，谓【满洲国】愿购买中东路，由日政府居间斡旋。

辛、石井菊次郎在纽约播讲，诋毁中国与苏俄。

５﹐３０（五，七）

甲、中国华北军代表熊斌（参谋本部厅长）、钱宗泽（铁道部次长）、徐祖诒、李择一、雷寿

荣（均军分会顾问）、张熙光（华北军第一军团于学忠之参谋处长）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

宁次（关东军副参谋长）、喜多诚一（关东军参谋）、永津佐比重、远藤三郎（炮兵少佐）等

会于塘沽。

乙、汪兆铭、孙科、罗文干离卢山返京。

丙、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以受毛光翔、犹国才压迫，电蒋委员长请辞。

５﹐３１（五，八）

甲、中日河北停战协议由熊斌及冈村宁次在塘沽签字：１。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

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以西以南地区，不得有挑战扰乱之举动；

２。日本军可用飞机或其它方法视察中国军撤退情形；３。日本军不越过延庆芦台线进击，

并自动归还至长城线；４。长城线及延庆芦台线之间，由中国警察机关维持治安（日方希望

驻平政委会弹压其辖区内党部之排日活动）。

乙、汪兆铭发表谈话，塘沽停战谈判，限于军事，不涉政治，乃局部缓和，无碍领土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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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华北将领万福麟、于学忠、宋哲元、商震通电否认反对停战会议通电。

丁、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茅祖权为行政法院院长。

戊、伪国停止中东路与乌苏里路通车（苏于是日驳５﹐２６日覆牒，并于６﹐５再向日抗议）。

６﹐１（五，九）

甲、中央常会决议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展至十一月十二日举行。

乙、行政院通过整理四川军事政治案。

丙、陈济棠、何键分别就任南路及西路剿匪军总司令。

丁、蔡廷锴之抗日军自湘南调回福建。

戊、新疆督办盛世才战马仲英不下，自三台退回迪化。

己、苏俄向伪【满洲国】提议设立委员会解决中东铁路纠纷。

庚、王照（小航）卒于北平，年七十五岁（７﹐２２？）。

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训令实行查田运动。

６﹐２（五，一０）

甲、汪兆铭通电申述签订停战协议经过，谓于政府根本方策，不生影响。

乙、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发表声明，如中国确实遵守停战协议，日军即撤回长城线，否则

断然膺惩。

丙、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前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天津商谈冀东伪军处置问题。

丁、蒋委员长自庐山返南昌。

戊、冯玉祥在察哈尔征兵。

６﹐３（五，一一）

甲、苏俄照覆日本，允由日居间与【满洲国】谈判出售中东路案。

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塘沽停战协议。

丙、伪军李际春部自芦台出扰，赵雷部仍据宁河。

丁、冯玉祥委张自光等为察省自卫军师长。

戊、山东沂水莒县黑旗会、青旗会、金钟罩滋事。

己、中英庚款董事会讨论铁道部招商局借款及派留英学生案。

６﹐４（五，一二）

甲、宋子文电行政院报告，已与美国签订棉麦借款五千万美金。

乙、外交部长罗文干请假。

丙、伪军刘桂堂等陷察省宝昌（时冯玉祥正调察境各军至张垣张北整编，以佟麟阁、吉鸿昌、

高树勋为军长）。

丁、迪化代表吴蔼宸等先后到三台、古城分晤和加尼牙孜（苏俄领事斡旋）及马仲英，商和

平。

６﹐５（五，一三）

甲、汪兆铭在中央纪念周讲演，解释塘沽停战，并非放弃长城以外。

乙、察境伪军刘桂堂陷康保。

丙、马占山、苏炳文自欧洲抵上海（明日到京）

。

丁、四川红军张国焘、徐向前再占巴中，田颂尧军败退保宁（阆中）苍溪。

戊、招商局前总经理李国杰被判处徒刑三年六个月，赔偿七十万元。

６﹐６（五，一四）

甲、宋子文访英首相麦克唐纳。

乙、新疆宣慰使黄慕松离京飞赴迪化。

丙、宁河伪军出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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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五，一五）

甲、国联二十一国顾问委员会通过小组委员会草成之不承认【满洲国】草案。

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美国棉麦借款（本日胡汉民有电致孙科反对）。

丙、陈铭枢、蒋光鼐自福建到香港。

丁、马仲英之代表杨波应约随同吴蔼宸等到迪化，商和议（议定予马仲英以南疆绥靖总司令

名义，６﹐１２杨返古城）。

戊、宪法初稿发表。

己、英法义德四强协议在罗马成立。

６﹐８（五，一六）

甲、日机一架降落北平南苑，谓系对华军表示敬意。

乙、日使有吉明到京，晤汪兆铭、罗文干。

丙、蒋委员长在南昌召集剿匪会议。

丁、李宗仁、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到广州（陈谋西南另立政府，以对抗南京）。

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本年十二月十一日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

会（后延至１９３４﹐１﹐２２）。

６﹐９（五，一七）

甲、西南政务委员会电孙科，反对对日妥协及借美款。

乙、北平军分会电劝冯玉祥离察入京，并请阎锡山劝冯自动收束（庞炳勋、冯钦哉、傅作义

三部正准备入察）。

丙、立法院通过兵役法。

６﹐１０（五，一八）

甲、北宁线日军开始向关外撤退。

乙、新疆宣慰使黄慕松到迪化，临时边防督办盛世才离迪化往阜康（时盛已与和加尼牙孜成

立和议，盛委和为南疆警备司令，和与马仲英脱离关系）。

６﹐１１（五，一九）

甲、冯玉祥通电，否认联俄投共，并声明欢迎宋哲元回主席之任，本人唯知率部对外，决不

割据自雄（宋哲元调解之力，政府原拟以庞炳勋代宋为察省主席，至是中止。按冯已与共产

党订立协定）。

乙、宋子文晤英外相，商远东问题。

６﹐１２（五，二０）

甲、南昌剿匪会议闭幕，蒋委员长讲【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

乙、广州陈济棠召开剿匪会议。

丙、中共闽粤赣省委扩大会议，抨击【罗明路线机会主义】（指谭震林）。

丁、西南政务委员会照会各国，否认塘沽协议有效。

戊、华北战时机构一律撤销。

己、宋哲元再派代表向冯玉祥商洽。

庚、新疆战事复起，马仲英进攻三台。

辛、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开幕，出席代表六十六国。

６﹐１３（五，二一）

甲、行政院决议设置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派黄郛、于学忠、李煜瀛、王克敏、吴鼎昌、宋

哲元、王揖唐等二十五人为委员。

乙、通州及高丽营日军后撤。

丙、广州邹鲁谈话，政务委员会拟迎胡汉民来省（时粤之元老派拟扩大组织，由胡主持，陈

铭枢主张尤力，实力派之陈济棠等则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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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南京派黄绍竑赴粤，解释疏通。

戊、新疆盛世才率归化军及吉林自卫军刘振邦部击败马仲英于紫泥泉。

己、四川红军张国焘、徐向前大败田颂尧部于广元柳林溪，田部溃向嘉陵江。

庚、日俄为出售中东铁道问题在东京举行预备交涉。

辛、日本出席世界经济会议代表宣称须禁止中国排货运动。

６﹐１４（五，二二）

甲、立法院通过美国棉麦借款。

乙、王法勤、李烈钧等电京，请补充冯玉祥部军实，保卫边陲。

丙、江西红军连日猛攻宜黄、崇仁与李延年、吴奇伟等师激战。

６﹐１５（五，二三）

甲、冯玉祥致书宋哲元允取消民众抗日军总司令（时政府拟畀冯以全国林垦督办）。

乙、田颂尧通电报告川北匪势再炽原因（红军已逾三万）并辞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时嘉陵江

左岸均失）

。

丙、蒋委员长令组织长江防汛委员会。

丁、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议演讲，呼吁和平。

戊、西北航空正式开始。

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暂行编制表】。

６﹐１６（五，二四）

甲、行政院修正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管辖范围为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及北

平、青岛二巿，并以袁良继周大文为北平巿长。

乙、新疆盛世才克古城，马仲英退往吐鲁番、鄯善（盛即返迪化，仲英寻与焉耆之马世明再

攻迪化，仍失利。世明逐和加尼牙孜于托克逊，和西走库尔勒，与和阗回联结）。

丙、汉口江水暴涨，形势危急。

６﹐１７（五，二五）

甲、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到黄郛、韩复矩、徐永

昌、于学忠、宋哲元、傅作义、张伯苓、蒋梦麟、王树翰、汤尔和、张志潭等商定处理冯玉

祥问题办法（是日新闻记者被警察驱逐，平津各报因之均不载该会消息）。

乙、通州日军撤毕（滦东日军已一部撤退，伪军李际春即派人接收，自称抗日救国军总司令）。

丙、莫斯科【消息报】否认苏俄援助冯玉祥。

丁、黄绍竑访胡汉民于香港，并晤陈铭枢（劝阻其组织政府）。

戊、东北救国会常务委员霍维周在北平被暗杀（霍原属青年党，后以故脱离）。

己、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合同。

庚、公布兵役法（１９３６﹐３﹐１施行）。

６﹐１８（五，二六）

甲、北平军分会及政整会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回任。

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铨）在上海被暗杀（时女作家丁玲在

沪被捕，杨营救之，而与丁案有关之马绍武忽被刺）。

６﹐１９（五，二七）

甲、苏联外次萨可尼可夫覆我５﹐１４抗议，出售中东铁路无损于中国，将来东北重归中国，

该路仍为中国产业。

乙、南京派石瑛、段锡朋赴粤，晤胡汉民、陈铭枢，商时局。

丙、蒋光鼐、蔡廷锴在漳州演说，打倒帝国主义及卖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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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汪兆铭电各省巿，筹款救济华北战区灾民。

６﹐２０（五，二八）

甲、冯玉祥部将方振武、孙良诚、佟麟阁、吉鸿昌、邓文、高树勋、王英等通电重整义旗，

先复失地，纵内外夹攻，亦非所惧（察事又生变化）。

乙、察境伪军刘桂堂通电反正。

丙、汉奸郝鹏自称河北人民自卫联军总司令，在唐山宣布独立。

丁、外交部长罗文干销假视事。

戊、宋子文及顾维钧访法国外长彭考。

己、英使蓝浦生到重庆。

６﹐２１（五，二九）

甲、北平军分会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省剿匪司令。

乙、济南日人聚众捣毁大观电影院。

丙、江水大涨，九江巿街淹没。

６﹐２２（五，三０）

甲、外交部照会日使有吉明，抗议中东铁路售买。

乙、中央常会决议任命马占山、苏炳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丙、李宗仁到香港，与黄绍竑、胡汉民、陈铭枢商时局。

丁、长江防汛会议开幕。

６﹐２３（闰五，一）

甲、日本报纸刊布所谓【外交新路】，主中日提携（不问其为中央或地方势力），缔结防守同

盟。

乙、黄郛派雷寿荣、殷同随日本武官永津赴长春，商滦东伪军及接收北宁路问题。

丙、冯玉祥部收复察省康保宝昌。

丁、石瑛、段锡朋到香港，晤陈铭枢、李济琛（劝阻陈、李另组政府）。

戊、行政法院成立，茅祖权就院长职。

己、江水大涨，汉口、芜湖水上岸，堤圩有溃决者。

６﹐２４（闰五，二）

甲、加派顾维钧为出席伦敦经济会议代表。

乙、东北舰队司令兼青岛巿长沈鸿烈遇刺未中。

丙、福州罢巿，反对房铺捐由官方估价。

丁、京芜公路通车。

６﹐２５（闰五，三）

甲、中国驻俄大使馆为中东路问题驳覆６﹐１９苏俄照会。

乙、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处为中东路问题，对俄抗议。

丙、上海巿商会电请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及胡汉民、冯玉祥等永弭内争，团结救国。

丁、北平政整会以于学忠兼天津巿长（原任周龙光）。

戊、蒋委员长电豫鄂皖赣苏，重申禁烟命令。

己、前青年党中央委员辽宁义勇军指挥王捷侠发表告青年党书（

王与该党负责指挥义勇军之李璜不睦）。

庚、英使蓝浦生自汉口回抵北平。

６﹐２６（闰五，四）

甲、迪化二次政变，盛世才枪杀省府秘书长陶明樾、督办公署行营参谋长陈中、航空处长李

笑天（陶等不满盛世才，谋改督办署为军事委员会，拥黄慕松为省府主席）。

乙、苏俄与伪【满】之中东铁路售买会议在东京开始，苏俄代表为驻日大使优列尼夫，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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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长加兹欧夫斯基，中东路副理长库兹尼佐夫，日本为外相内田康哉，外次重光葵，伪【满

洲国】为【外次】大桥忠一，驻日【大使】丁士源，中东路理事沈瑞麟。

丙、海圻、海琛、肇和三舰离青岛南走，要求沈鸿烈辞职。

丁、长江水势平稳，略退。

６﹐２７（闰五，五）

甲、任命孙魁元（殿英）为青海西北屯垦督办（时孙部在察）。

乙、盛世才、刘文龙电告中央，陶明樾、陈中等谋推翻政府，另举黄慕松为主席，已捕获枪

决，请另派大员来新调查真相（７﹐３到京）。

丙、苏俄向日本抗议日舰驶入堪察加领海，及日军登陆（传日渔民三人为俄方击毙）。

６﹐２８（闰五，六）

甲、新疆宣慰使黄慕松电京，请将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予以真除（时黄已失自

由），东北将领郑润成、刘斌亦通电拥护。

乙、苏嘉公路通车。

丙、石瑛、段锡朋自粤回抵南京。

丁、俄【满】日中东路售购交涉开第二次会议。

６﹐２９（闰五，七）设置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以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为委员长，魏鉴、

薛之珩、雷寿荣、李择一、殷同、陶尚铭、刘石荪、钱宗泽为委员（因滦东伪军李际春部问

题，接收事一再拖延）。

６﹐３０（闰五，八）

甲、华北战区接收委员薛之珩、雷寿荣、殷同自天津赴大连，商伪军问题。

乙、陈济棠编所部为四纵队，参加剿匪。

丙、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定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纪念１９２７﹐８﹐

１南昌暴动）。

６﹐共产国际派遣之李德（德人）到江西苏维埃区，任中共军事顾问。

７﹐１（闰五，九）

甲、北平天津解严。

乙、西南政务委员会电英首相，反对宋子文借款。

丙、中英庚款董事会通过铁道部完成粤汉铁路借款合同，总额四百五十万镑（一作６﹐５）。

丁、四川战事又起，刘文辉、邓锡侯两军在荣县威远毗河接触（

刘湘委潘文华、唐式遵、王缵绪、李家钰、罗泽洲为五路总指挥，助邓锡侯；刘文辉亦委张

清平、林云根、夏仲实、唐英、陈鸿文、冷寅东为六路总指挥，相持于资阳仁寿间）。

戊、废止各省临时军法会审组织大纲及审判规则。

７﹐２（闰五，一０）殷同、雷寿荣与滦东伪军李际春之代表及日本关东军代表喜多诚一、

冈村宁次会于大连，商伪军收编及北宁铁路通车问题。

７﹐３（闰五，一一）

甲、冯玉祥之代表到广州。

乙、俄【满】中东路售购交涉举行第三次会议（俄索价五千万金卢布，即六万二千五百万日

元，【满】

允付五千万日元）。

丙、东京苏俄之商务代表办公处被日人捣毁（寻日对俄道歉，堪察加事件俄对日道歉）。

丁、北宁铁路天津至唐山通车。

戊、陈独秀、彭述之上诉驳回。

７﹐４（闰五，一二）

甲、汪兆铭电召新疆宣慰使黄慕松回京，另派彭昭贤、宫碧城前往宣达中央意旨（未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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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行政院准东北舰队司令沈鸿烈辞职。

丙、废止内战大同盟电请四川将领息争。

丁、中英庚款董事会通过招商局借款及派遣留英学生案。

７﹐５（闰五，一三）

甲、大连会议结束：（１）战区杂军由中国整理，李际春部编为河北省警察队，其它各部亦

施以合法整理，（２）北宁铁路得于日军撤退长城线时，逐次通车。

乙、海圻、海琛、肇和三逃舰由姜西园率领到广东。

丙、俄【满】售路交涉举行第四次会议，伪【满】否认俄对该路之所有权。

７﹐６（闰五，一四）

甲、四川善后督办刘湘电告中央，以大部兵力会同田颂尧、杨森、刘存厚各军进剿赤匪，以

一部西上制止刘文辉、邓锡侯之争。

乙、日使有吉覆６﹐２２照会，日本与伪【满】

无涉，不受抗议。

丙、汪兆铭谈话：（１）大连谈判仍守塘沽协议原则，（２）全国应一致对外。

丁、扰乱天津自称人民自卫军总司令之汉奸郝鹏在天津日租界为其部下所拘捕。

７﹐７（闰五，一五）

甲、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

乙、蒋中正、汪兆铭电勉新疆之盛世才、刘文龙勿自生携贰，并为黄慕松解释。

丙、行政院决议，任命张群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代夏斗寅）。

７﹐８（闰五，一六）

甲、刘文辉因刘湘、邓锡侯两军之压迫，退出成都，移往嘉定、新津、眉山，并电中央辞四

川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职。

乙、冯玉祥通电明志，否认赤化，并报告进攻多伦战况。

丙、出席大连会议之雷寿荣、殷同、薛之珩回抵天津，即赴北平向黄郛、何应钦报告。

丁、吉林抗日军领袖李杜经欧洲回抵上海。

７﹐９（闰五，一七）

甲、海圻、海琛、肇和三叛舰由广州陈济棠收编，驶抵黄埔。

乙、新疆马仲英、马世明败盛世才部于迪化南山，毙吉林自卫军刘振邦。

丙、北平政整会以天津日领事及宪兵队长之要求，释放汉奸郝鹏。

７﹐１０（闰五，一八）

甲、黄绍竑自香港回抵南京（五六月间广州原拟扩大组织，李宗仁、陈铭枢相继到粤会商，

陈济棠力持不可，黄及石瑛、段锡朋又先后南来疏解，事遂已）。

乙、招商局【图南】轮在山东成山附近被日轮【长春丸】撞沈。

７﹐１１（闰五，一九）

甲、新编第三十六师长马仲英电国民政府，服从中央，听黄慕松调度，并请授黄为新疆主席。

乙、任命谢刚哲为第三舰队司令（谢为东北舰队之参谋长）。

丙、苏俄代表通知伪【满】代表，提议续开中东铁路出售会议。

７﹐１２（闰五，二０）

甲、冯玉祥部吉鸿昌军收复多伦，败伪军李守信部。

乙、阎锡山调解察事，主和平处理。

丙、接收战区委员会在天津开会，商伪军编遣费事。

丁、密云汉奸开所谓县民大会，请日军永久屯驻。

戊、华北运动会（第十二届）在青岛开幕（７﹐１５闭会）。

７﹐１３（闰五，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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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武官柴山向冯玉祥抗议，谓其违反塘沽协议精神。

乙、孙殿英（魁元）部第四十一军之一部自察哈尔开抵绥远包头。

丙、四川刘湘、刘文辉两军相持于彭山嘉定岷江沿岸。

丁、宋子文晤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

７﹐１４（闰五，二二）

甲、行政院电覆新疆回族将领白锡兰、和加尼牙孜，谓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平等（６﹐２１

白等有电致行政院）。

乙、第四十军长庞炳勋声明所部入察，为剿除赤化，巩固边防。

丙、日武官柴山访何应钦谓冯玉祥军进入多伦，有违塘沽协议。

丁、乡村建设协进会在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举行大会。

戊、苏俄伪【满】中东路出售第五次会议，仍无结果。

７﹐１５（闰五，二三）

甲、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辞职（因被弹劾），由马衡代理，理事长李煜瀛辞职，由张人杰

继任。

乙、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电贺冯玉祥克复多伦。

７﹐１６（闰五，二四）苏俄大使馆声明，否认援助冯玉祥。

７﹐１７（闰五，二五）

甲、李济琛、陈铭枢自香港电汪兆铭、居正、孙科、于右任，停止入察之师，并电阎锡山、

韩复矩等弭患。

乙、冯玉祥通电请政府取消塘沽协议，否则渠将从事规复东北四省工作。

丙、汪兆铭在行政院讲演，以建设求统一。

７﹐１８（闰五，二六）

甲、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

乙、汪兆铭电覆李济琛等，请劝冯玉祥将察省军政还之中央。

丙、冯玉祥部孙良诚毁宣化附近平绥铁桥（明日修复）。

丁、行政院决议，海关附加税续征一年。

戊、北平军分会通令军警机关，严防共产党活动。

己、国联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在巴黎成立，宋子文、顾维钧出席，并请美国参加。

庚、汪荣宝卒于北平，年五十八岁。

７﹐１９（闰五，二七）

甲、刘湘自隆昌赴成都。

乙、国联技术合作委员会以波兰人拉西曼为驻华专员（实际合作已三年）。

７﹐２０（闰五，二八）

甲、胡汉民、唐绍仪、陈济棠等电京，请停止入察之师，否则西南不能坐视。上海程潜、李

烈钧、杨庶堪等亦电京诘责。

乙、日本不满于国联对华技术合作及中美借款，谓有助长欧美派宋子文之以夷制夷主义。

丙、铁道部完成粤汉路之四百七十万镑借款（英庚款）总合同签字。

丁、新疆盛世才、刘文龙电蒋中正、汪兆铭表示服从中央。

戊、鄂豫皖三省边区剿匪军开始行动，第二纵队刘茂恩与红军第二十五军吴焕先、徐海东激

战于黄安光山间，破之（第一纵队郝梦龄，另有万耀煌、萧之楚、王均、梁冠英、上官云相、

张印相、封振国等十余师环驻黄安、礼山、罗田、麻城、罗山、商城、固始各地）

。

己、驻马厂之义勇军郑桂林部哗变。

庚、中央常会决议结束新乡之华北临时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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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青年飞行家孙桐岗自德国飞抵广州。

７﹐２１（闰五，二九）

甲、宋子文抵柏林，商中德经济合作。

乙、前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到庐山，晤蒋委员长。

丙、新疆宣慰使黄慕松离迪化（明日到南京）。

丁、刘湘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

７﹐２２（六，一）

甲、南京日领事须磨声称不满中国与国联之技术合作，如有政治作用表现，将酿成第二满洲

或上海事变。

乙、中、美、墨、加、秘、玻利维亚、澳、印度等九国四年银协定在伦敦签字。

丙、汪兆铭、顾孟余、陈绍宽、朱家骅抵庐山。

丁、广州西南政务委员会正式收编海圻、海琛、肇和三舰。

戊、鄂豫皖三省边区剿匪军第五十四师郝梦龄败于湖北麻城福田河，阵亡旅长一人。

己、【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行【经济建设公债】

三百万元。

７﹐２３（六，二）

甲、战区接收委员雷寿荣、李择一偕日武官赴唐山办理接收事宜。

乙、蒋中正、汪兆铭在庐山会商华北问题。

丙、冯玉祥之代表叶夏声到广州。

７﹐２４（六，三）

甲、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指斥列国援助中国，认为破坏东洋和平，如列国不变其态度，日

政府不得不讲求适当应付手段。

乙、外交部公布塘沽协定。

丙、汪兆铭与王揖唐在庐山商华北问题。

丁、孙桐岗飞抵南京。

戊、中共中央为应付第五次围剿，号召猛烈扩大红军至一百万，开展苏区周围敌后游击战争。

７﹐２５（六，四）

甲、蒋委员长在庐山牯岭召开时局会议。

乙、北路战区接收委员陶尚铭抵密云晤日本铃木旅团长。

丙、我接收冀东唐山（由伪军李际春移交）。

丁、法国正式宣布占领珊瑚九岛（在安南菲律宾之间，于四月三日至十二日之间，陆续占据。

时盛传为西沙群岛）。

７﹐２６（六，五）

甲、黄慕松到庐山谒蒋委员长，报告新疆事。

乙、集中平绥路之中央军约六万人，与冯玉祥部在宣化附近对峙。

丙、于学忠电何应钦、黄郛，请缓接收战区（因保安队尚未编就）。

丁、鄂豫皖边区剿匪军王均、刘茂恩击溃红军于河南商城境。

７﹐２７（六，六）

甲、庐山会议决定整顿军事方案（包括空军建设三年计划）及察哈尔、新疆计划。

乙、东路战区接收委员殷同率领县长公安局长及保安队出发接收滦州。

丙、唐山李际春部伪军开始编遣。

丁、伦敦世界经济会议闭幕。

７﹐２８（六，七）

甲、汪兆铭、蒋中正发表时局通电，将以全力谋国内和平，国际安定，（１）清除匪祸，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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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国力。（２）不签订割让或承认条约，逾此限度，不惜牺牲。（３）需求国际同情与协助，

但不纵横捭阖。（４）察事盼冯玉祥接受四项原则（勿擅立军政名义，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

勿滥收散军土匪，勿引用共匪头目）。

乙、东路战区接收抚宁、乐亭。

丙、日本以菱刈隆继任关东军司令兼驻伪国大使（原任武藤信义于今日卒）。

７﹐２９（六，八）

甲、东路战区接收止于海阳镇（临榆未能接收）

。

乙、李际春就任战区杂军编遣委员长。

丙、第四十一军孙魁元部全军自察开抵包头。

丁、孙科到庐山，参加时局会议。

７﹐３０（六，九）

甲、蒋中正电青海主席马麟，师长马步芳勿拒孙魁元（殿英）部。

乙、北路战区接收密云怀柔。

７﹐３１（六，一０）

甲、冯玉祥通电，指责中央，谓决抗日到底，拒绝汪、蒋劝告。

乙、平绥铁路下花园至柴沟堡停止通车（时奉命入察部队有庞炳勋、冯钦哉、孙德荃、吴克

仁、王敬久、关麟征等军师）。

８﹐１（六，一一）

甲、行政院决议任命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张培元为伊犁屯垦

使兼新编第八师长。

乙、汪兆铭、孙科等自庐山回抵南京。

丙、孙魁元部一团在绥远萨县哗变。

８﹐２（六，一二）

甲、孙魁元宣言不参预内战，努力屯垦西陲。

乙、日本军部再度抨击国联与中国合作。

８﹐３（六，一三）

甲、何应钦谈话，盼冯玉祥先取消同盟军名义，让出张垣、宣化，俾宋哲元回任。

乙、四川刘湘、刘文辉两军激战于眉山嘉定一带。

丙、河南滑县水灾，淹没四百余村。

８﹐４（六，一四）

甲、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

乙、东京报纸刊布伪造之中美航空密约。

丙、红军占领福建连城，败区寿年师。

丁、苏俄日本伪【满】举行中东路收售第六次会议，俄将售价减为二亿金庐布，伪【满】拒

绝考虑（会议暂停）。

８﹐５（六，一五）

甲、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九军长宋哲元自北平到沙城，军事委员会总参议蒋伯诚、北

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同行，冯玉祥派佟麟阁、孙良诚来晤，商定察事解决办法。冯通电收束

军事，政权归诸政府，宋亦通电复职。

乙、北宁铁路局长殷同与日本代表河宫，伪【满洲国】之阚铎在山海关会商通车事。

丙、铁道部长顾孟余到北平。

８﹐６（六，一六）

甲、冯玉祥通电将察省一切军政事宜交宋哲元负责办理。



- 949 -

乙、黄郛自北平到庐山，晤蒋委员长。

丙、外交部发表国联顾问委员会通过之否认【满洲国】办法。

８﹐７（六，一七）

甲、蒋中正、汪兆铭电请冯玉祥离察入京。

乙、日机炸察省沽源之平定堡。

丙、日本关东军自战区撤回长城线。

丁、中荷庚款董事会在南京成立。

８﹐８（六，一八）

甲、日陆军省发表声明，关东军已退回长城线，盼中国进一步一扫中日间不快感情，自动增

进东亚和平。

乙、热河日伪军再攻多伦，并以飞机轰炸沽源。

丙、内政部长黄绍竑到北平。

８﹐９（六，一九）

甲、新疆喀什噶尔（疏附）行政长马绍武，及马占仓联合乌思满，杀缠回首领铁木尔（先是，

有大阿洪沙比提大毛拉者，攻占和阗，奉穆罕默德伊敏为王，合和铁木尔攻占疏附，铁称师

长兼司令，乌思满为其旅长，马占仓驻疏勒汉城，彼此内讧）。

乙、冯玉祥之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撤销。

丙、黄河猛涨，平汉铁路铁桥冲坏。汜水、温县、孟津、广武浸淹。

丁、北宁铁路局长殷同赴沈阳，续商通车事。

戊、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以邓子恢态度动摇，不能应付战争局面，免去所任财政部长，

改以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祖涵）兼任（邓改为副部长）。

８﹐１０（六，二０）

甲、广州中央委员电京，反对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乙、蒋委员长召见各省党部委员，商匪区党务。

８﹐１１（六，二一）

甲、汪兆铭飞抵庐山，与蒋委员长及黄郛商华北问题。

乙、黄河在河南兰封漫溢。

８﹐１２（六，二二）

甲、蒋委员长电各路剿匪军及各省县政府，负责御匪，临阵退却者处极刑。

乙、察哈尔省府主席宋哲元抵张家口。

丙、接收遵化兴隆。

８﹐１３（六，二三）

甲、伪军李守信复占多伦。

乙、冯玉祥在张家口举行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

丙、北宁路平榆段恢复通车。

丁、河北主席于学忠抵庐山。

戊、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开学。

己、四川刘湘、邓锡侯、李家钰各军对刘文辉军总攻，渡过岷江。

庚、黄河漫决，菏泽、曹县、考城被淹。

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颁布【地方部队暂行编制表】。

８﹐１４（六，二四）

甲、军队党政人员训练所在江西星子开学（９﹐８毕业，另有合作人员训练班）。

乙、冯玉祥离张家口，赴山东（明日到济南，受韩复 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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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汪兆铭自庐山飞南京。

丁、河南虞城为黄流漫淹。

戊、福州地震。

８﹐１５（六，二五）

甲、黄绍竑到太原，与阎锡山商华北时局。

乙、四川刘湘部潘文华占眉山，唐式遵占彭山，王缵绪占嘉定，李家钰占新津，邓锡侯部占

崇庆，刘文辉军溃退。刘湘电蒋委员长岷江军事结束，即回师剿赤。

丙、行政院决议救济黄河水灾办法。

丁、太平洋学会在加拿大开幕。

８﹐１６（六，二六）

甲、方振武在张北通电，就民众抗日同盟军代理总司令职。

乙、内蒙古（察境）锡林果勒盟副盟长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在绥远百灵庙（贝

勒庙）召开会议（德王年三十余，去春受日人勾结，曾去长春活动，倡言自治，以滂江为根

据地，兵力约六千余人，李守信属之）。

丙、派罗文干出巡新疆，外交部长由汪兆铭兼署。

丁、新疆喀什噶尔之乌思满与马占仓互斗，攻占回城（马据汉城）。

８﹐１７（六，二七）

甲、冯玉祥自济南到泰山。

乙、黄郛自九江赴南京（即赴上海，晤日使有吉明）。

丙、四川刘文辉在雅安通电，驰赴西康，致力国防。

丁、中国科学社年会在重庆举行。

８﹐１８（六，二八）

甲、汪兆铭到外交部视事（对日外交政策转变）

。

乙、四川刘湘军进占名山。

丙、黄河洪水浸流山东濮县、范县、寿张、阳谷、城武、巨野、东阿，江苏丰县、沛县。

８﹐１９（六，二九）

甲、国民政府令黄河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着陕豫冀鲁苏皖各省府联合防堵，并筹赈济。

乙、孙科到泰安，晤冯玉祥。

丙、日本对法国抗议占领南海珊瑚九岛。

８﹐２０（六，三０）

甲、关东军司令、关东长官兼驻伪国大使菱刈隆抵大连，发表声明书，确立日【满】共存之

事。

乙、滦口水涨，济南危殆。

丙、南浔路火车在慈姑寺出轨，死伤百余人。

８﹐２１（七，一）

甲、山东省府主席韩复矩电请设立黄河下游整理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时设西安）。

乙、黄河铁桥粗稳，平汉路直达车恢复。

８﹐２２（七，二）

甲、行政院决议以唐有壬代刘崇杰为外交部次长。

乙、日外务省发表谈话，中国如诚意容纳日本主张，确实与日本谋亲善，当可考虑一切。

丙、第十三师万耀煌部败红二十五军吴焕先、省委沈泽民、政委戴季英于湖北黄安境，攻占

大小佛山。

８﹐２３（七，三）



- 951 -

甲、新任日本驻伪国大使兼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到长春。

乙、东京苏俄伪【满】中东路出售第七次会议，仍无结果。

丙、四川红军徐向前攻占仪陇；陕西红军占宁羌关口镇（约于此时，成立川北苏维埃政府）。

８﹐２４（七，四）

甲、察境杂军改编商妥，檀自新、刘震东等部编为师旅，方振武、吉鸿昌部由阮玄武、张允

荣接统。

乙、经济学社及新中国农学会分别在青岛杭州举行年会。

８﹐２５（七，五）

甲、罗文干离京飞西安，转赴新疆视察。

乙、宋子文过日本横滨，未登岸。

丙、中国数理学会在北平举行年会。

８﹐２６（七，六）

甲、宋哲元自张家口到张北，谋晤方振武、吉鸿昌，不果（方、吉已先日离张北北去）。

乙、北平军分会取消第五十五军番号（汤玉麟部）。

丙、陈济棠派林翼中到香港，向胡汉民、萧佛成、邓泽如、邹鲁等疏通（时胡等拟在粤召开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不同意，邓昨回省与陈商，各元老准备全体离粤，广州戒严）。

８﹐２７（七，七）

甲、伪国对苏俄抗议俄人越境不法行为十七事。

乙、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毕业。

丙、教育部令停办北平之郁文、平民、华北三大学。

８﹐２８（七，八）

甲、福建刘和鼎师夺回被红军（彭德怀）攻占之延平（延平于数日前为红军占领）。

乙、红军贺龙部进攻湖北松滋。

丙、黄河防汛会议在南京举行，李仪祉（协）主席。

丁、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平举行年会。

戊、成都剧烈地震。

８﹐２９（七，九）

甲、英美日军舰开往福州，警戒红军。

乙、财政部长宋子文自海外回抵上海，警卫森严。

丙、察哈尔省政府改组，仍以宋哲元为主席。

丁、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汉口举行年会。

８﹐３０（七，一０）

甲、察境吉鸿昌及张慕陶、宣侠父越商都西走，为晋军赵承绶所败（即东趋独石口）。

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以宋子文为委员长。

丙、绥远新疆长途汽车公司试车，自绥远出发。

８﹐３１（七，一一）

甲、宋子文与黄郛在沪商谈对日外交（传二人主张不同）。

乙、史学家柯劭忞卒于北平，年八十四岁。

９﹐１（七，一二）行政院通令切实保护新闻事业人员（后新闻记者即以是日为记者节）。

９﹐２（七，一三）

甲、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令徐源泉、刘镇华、陈继承分别负责清剿鄂西之贺龙，鄂东之叶金

波，鄂南之沈泽民（时松滋又被攻陷，县长遇害）。

乙、黄浦江潮袭上海，租界东区全被水浸。

丙、宋子文自上海抵南京，出席中央政治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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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罗文干到迪化。

戊、瑞典亲王加尔抵京（即北上）。

９﹐３（七，一四）

甲、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福建蔡廷锴，电中央要求停止召集五全大会，公开厘定借款

用途，公布塘沽协议全案，维持察省抗日部队。

乙、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开学。

丙、共产党之【少共国际师】成立于江西宁都。

９﹐４（七，一五）

甲、宋子文、孔祥熙到庐山。

乙、蔡廷锴布置福州城防（时延平仍被红军包围）。

９﹐５（七，一六）

甲、汪兆铭、吴敬恒、张人杰到庐山。

乙、刘湘在成都召开剿匪会议。

丙、青年飞行家孙桐岗自济南出发，作全国飞行。

９﹐６（七，一七）

甲、蒋中正、汪兆铭、孙科、宋子文等会于庐山，商对日政策，除绝对不割让东北四省，不

承认满洲国外，其它仍应与之周旋，并极力避免刺激日方之行为言论。

乙、汪兆铭、蒋中正覆电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可由陈李向

中常会提议，棉麦借款已决定用于生产事业，塘沽协议早已公布，绝无秘密，察省部队已收

编就绪。

丙、宋哲元忠告方振武，将军队交还政府（时方正谋利用赤城之刘桂堂部）。

丁、北平东北将领反对更易北平巿公安局长（黄郛以余晋龢代东北军系统之鲍毓麟）。

９﹐７（七，一八）

甲、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省府主席刘文龙就职，罗文干监誓。

乙、何成浚、李书城到湖北黄安视察剿匪情形。

９﹐８（七，一九）

甲、罗文干自迪化赴吐鲁番，调停马仲英与盛世才之争。

乙、庐山会谈完毕，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等东归。

９﹐９（七，二０）

甲、爱国飞机【沪江】【沪工】【沪校】【沪童军】及【宁波】号五机，在上海举行命名典礼。

乙、汪兆铭宣称，棉麦借款决用于复兴农村。

丙、湘军陶柳旅败红军孔荷宠于浏阳。

９﹐１０（七，二一）沈阳故宫博物馆失火。

９﹐１１（七，二二）

甲、马仲英在吐鲁番就盛世才所委之新疆东路警备总司令（罗文干调解之效，惟对退驻哈密，

则尚未允，要求饷糈须有保障）。

乙、围攻福州延平之红军彭德怀部向顺昌、邵武、泰宁退去（时粤桂已准备出兵入闽应援）。

丙、北平军分会举行裁兵减饷会议，军长商震、于学忠、宋哲元、万福麟、庞炳勋、何柱国、

王以哲等均出席。

丁、汪兆铭电黄郛，严斥东北将领干涉北平公安局长事。

戊、海军航空处长陈文麟驾自制飞机【江鹊】号自厦门飞南京，作全国飞行。

９﹐１２（七，二三）

甲、行政院决议派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为出席国际联盟第十四届大会代表。

乙、调任刘文岛为驻义公使，以刘崇杰为驻德兼驻奥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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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罗文干自吐鲁番回迪化，马仲英之代表张雅韶等同行。

丁、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与师长犹国才之战仍在铜仁附近相持（云南主席龙云调解不成）。

戊、黄郛与宋子文商定将华北财政划归中央，取消政整会财务处（处长王克敏）。

己、西南执行部向中央常会提议缓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９﹐１３（七，二四）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扩大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隶属国民政府，以汪兆铭、宋子文、孙科

为常务委员，美棉麦借款用途由该会支配。

乙、北平军分会通过节饷裁兵案。

丙、宋哲元部赵登禹师再克察省沽源，败李守信伪军。

丁、天津领事团为整理海河问题向河北省府主席提备忘录。

９﹐１４（七，二五）

甲、日机在张家口散放关东军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之【警告书】，要求宋哲元部（赵

登禹师）自龙关张北以东撤退，否则即取断然措置，攻击该军，并轰炸张家口。

乙、日使有吉明到京，晤汪兆铭、唐有壬。

丙、广田弘毅代内田康哉为日本外务大臣。

丁、马占山到北平。

９﹐１５（七，二六）

甲、日人强迫山海关人民举行【承认满洲国周年纪念大会】悬挂伪国旗。

乙、蒋委员长令前方切实封锁匪区。

丙、新疆盛世才召开军事会议，决与马仲英战，扣留马之代表张雅韶等（拒绝罗文干调解）。

丁、刘湘部范绍增师占雅安，刘文辉部退荥经。

戊、两淮垦务会议在南京举行。

９﹐１６（七，二七）

甲、汪兆铭、孙科到上海，晤宋子文，商全国经济委员会事（翌日回京）。

乙、闽北红军后退。

９﹐１７（七，二八）

甲、罗文干离迪化，赴塔城（调停盛世才马仲英战事失败）。

乙、赣东红军方志敏、邵式平陷浙江开化（翌日退出）。

丙、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毕业。

９﹐１８（七，二九）

甲、国难二周年纪念，林主席及戴传贤讲演，主实际做去，增强国力。

乙、中央举行重要会议，商对日外交。

丙、北平日武官柴山通知军分会，谓日侨二人在察省沽源被华军拘捕。

丁、西路剿匪总司令何键自长沙赴萍乡督剿。

９﹐１９（七，三０）

甲、外交部训令出席国联大会代表，应重申原有主张，仍信任国联，盼能以最善努力解决纷

争。

乙、行政院决议任命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北路总指挥。

丙、飓风连日袭上海，黄浦江潮上岸。

９﹐２０（八，一）

甲、方振武组织【东亚联合同盟军】，本日进占怀柔（怀柔属于所谓非武装区，方部被宋哲

元压迫，自独石口南走，谋与刘桂堂、石友三、汤玉麟联合）。

乙、日武官柴山对大陆社记者谈话，谓就塘沽协议之精神上言，应包括察东在内。

丙、外交部派吴蔼宸为新疆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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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

９﹐２１（八，二）

甲、新疆盛世才向达阪之马仲英进攻，战事再起。

乙、蒋委员长在庐山校阅各师射击手。

丙、日机到顺义侦察。

丁、【救国】号飞机在杭州行命名礼。

戊、苏俄警告日本，【满洲国】破坏中东路权利之行为，日本应负直接责任。

９﹐２２（八，三）

甲、日关东军警告方振武，限于本月二十六日晚完全退至停战协议线以南，否则断然讨伐。

乙、陈炯明卒于香港，年五十七岁（１９２８﹐１２﹐２９陈应段祺瑞邀到大连，订共和大

同盟，翌年三月返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再应段约，与章炳麟到天津，翌年四月返港。七月

再赴津，１９３３年一月返港）。

９﹐２３（八，四）

甲、吉鸿昌部四千余自察省进至怀柔密云，与方振武部会合（方部约亦有四五千人）谋袭攻

北平，方部南占牛栏山。

乙、驻密云之保安队为日军缴械。

丙、日机飞北平，散放警告方振武之传单。

丁、四川红军徐向前自仪陇南进，败第二十军杨森部。

９﹐２４（八，五）

甲、方振武覆日本警告，谓联合军暂在怀柔顺义集结，再攻略北平。

乙、滦东股匪郭亚洲、张魁元（老耗子）五千余人攻陷抚宁，号【东亚联合同盟军】，与方

振武、吉鸿昌呼应。

丙、中东路局苏俄处长四人及满洲里绥芬河站长被伪国拘捕。

丁、云南军队收复藏军所占之中甸（本月初失陷）。

９﹐２５（八，六）

甲、日军开入密云。

乙、国际联盟会第十四届大会开幕。

丙、莫斯科【真理报】为中东路事为文严厉警告日本。

丁、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开封开会。

９﹐２６（八，七）

甲、方振武部袭据北平东北之高丽营，吉鸿昌部进犯汤山。

乙、日机在北平散发【告中国当局官宪民众书】

，声言驱逐方振武军出停战协议线以南之地区。

丙、日军自密云开抵怀柔及牛栏山。

丁、塘沽日军借口日兵受侮，占领我公安局。

戊、陈文麟驾【江鹊】号飞机抵天津。

９﹐２７（八，八）

甲、国军夺回高丽营，方振武西趋汤山，与吉鸿昌部会合，日机四架投弹轰炸。

乙、占据塘沽公安局日军退出。

丙、何成浚自汉口飞川，与刘湘商剿共军事。

丁、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为中东路职员被捕，向伪国严重抗议。

９﹐２８（八，九）

甲、内蒙古锡林果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拟于是日在绥远百灵庙（贝勒庙）召

开全蒙古自治会议，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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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中央常会决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展期至明年十一月召集，国民大会仍定于民国二十四

年三月举行。

丙、日机在高丽营汤山投弹，并侦察顺义北平。

丁、方振武吉鸿昌部自汤山北走，日机追踪轰炸。

戊、蒋中正电劝黄郛早日北归（黄为北平公安局长及北宁铁路局长易人事，与何应钦有意见）。

己、江西剿匪军第八纵队周浑元攻占黎城，红军第七军团萧劲光败走（１０﹐２８？）。

庚、罗文干抵苏俄之新西伯利亚，晤颜惠庆大使。

辛、苏俄驻日大使对日本抗议伪国逮捕中东路之俄职员。

９﹐２９（八，一０）

甲、顾维钧在国联大会演说中日问题，描绘远东惨淡状况。

乙、派赴滦东剿匪之保安队为日方所拒，退回天津。

丙、日陆军省发表说明，为【满洲国】及日本国防之防卫，急需整备陆军。

丁、日外相广田斡旋苏俄伪满之出售中东路交涉。

戊、四川松潘茂县剧烈地震，死伤六千余人，岷江河水淹没四十余里。

９﹐３０（八，一一）

甲、红军（徐向前）占四川营山，杨森自广安退顺庆。

乙、汪兆铭、宋子文在上海会谈。

丙、日本外相广田为顾维钧昨日演说，令日使有吉向外交部抗议。

丁、日军在天津筑飞机场（寻停工）。

戊、共产党策动之【国际反帝非战大会】在上海举行，议决组织【远东反战同盟】及【中国

分盟】（宋庆龄、柳亚子等）。

１０﹐１（八，一二）汪兆铭与黄郛在上海会谈，即返京。

１０﹐２（八，一三）

甲、蒋委员长在南昌高级将领会议，讲【国家兴亡，决于剿匪】，应重订战略（严密封锁，

发展交通，稳扎稳打）、战术（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注重工事，就地固守等），

防止轻兵追击。

乙、黄郛自上海抵南京，即北上。

丙、方振武、吉鸿昌联合王英攻昌平（约万余人）。

丁、国联对华技术合作联络专员拉西曼到上海。

１０﹐３（八，一四）

甲、行政院会议决议：改组江苏省政府，陈果夫代顾祝同为主席（顾及民政厅长赵启騄被监

察院弹劾）

。

乙、决议发一万万关税库券。

丙、拉西曼、宋子文到京。

丁、黄郛过泰安，晤冯玉祥。

戊、南昌飞机场完工。

１０﹐４（八，一五）

甲、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回任，发表谈话，主【振作人心】。

乙、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常务委员汪兆铭、宋子文、孙科就职。

丙、全国经济委员会发表为统制棉业告国人书。

丁、方振武、吉鸿昌、王英在昌平战败东走，汤山高丽营一带战争再起。

戊、滦东股匪张魁元（老耗子）自抚宁进扰昌黎（日军拒绝我保安队往剿）。

己、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就职。



- 956 -

庚、孙桐岗、陈文麟两飞行家会于郑州。

１０﹐５（八，一六）

甲、中央常会决议免方振武之国民政府委员职（明日又开除党籍）。

乙、四川红军徐向前、何畏再败杨森军，占渠县。

丙、日关东军参谋喜多到北平与黄郛、何应钦商剿匪问题。

丁、伪中东路督办李绍庚发表声明，指斥苏俄局长派员代理路局之六处长职务。

戊、罗文干自俄境折返伊犁。

１０﹐６（八，一七）

甲、陈铭枢秘密到福州，策划组织【人民政府】

（数月来陈力谋进行，因蔡廷锴及广州方面不表赞同而搁置，至是陈又积极活动，决在闽发

动）。

乙、南昌行营令厉行对共区物资邮电交通封锁。

丙、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五路总指挥马鸿逵拒绝新任青海西部屯垦督办孙魁元入境（甘肃

绥靖主任朱绍良不准孙军在甘宁青境内设立兵站）。

丁、滦东匪扰昌黎，与保安队激战。

戊、设置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派陈光甫、李申伯、邹秉文、荣宗敬、张公权等

二十一人为委员。

己、建设委员会在京召开各省巿电业视察会议。

庚、出席世界经济会议之日代表石井菊次郎返东京（石井曾与美总统罗斯福商订仲裁条约，

日外相广田亦拟与美订一协议，惟军部不以为然）。

１０﹐７（八，一八）

甲、驻日公使蒋作宾离上海返任（蒋于３﹐９回国）。

乙、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公布【滦榆】及【蓟密】两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办事细则。

１０﹐８（八，一九）

甲、日使有吉明自上海入京，杉村阳太郎（前出席国联代表）自东北到北平。

乙、苏俄塔斯社发表日本驻伪【满】大使兼关东军司令菱刈隆，阴谋攫夺中东铁路致东京外

务大臣之报告。

丙、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在青岛开会。

丁、红军大败国军于江西黎川洵口，国军一师被歼。

１０﹐９（八，二０）

甲、内蒙古（察境）锡林果勒盟副盟长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在绥远百灵庙召

开内蒙古自治会议（以乌兰察布盟达王及伊克昭盟沙王均主持重，会议无结果）。

乙、方振武吉鸿昌部进扰北平附近之沙河北苑（昨日方曾致书何应钦商和平善后）。

丙、拉西曼到南昌，晤蒋委员长。

丁、南昌行营命修建公路。

１０﹐１０（八，二一）

甲、驻日公使蒋作宾回抵东京。

乙、日使有吉明访汪兆铭，即离南京回沪。

丙、江西红军东方军第三军团彭德怀，第七军团萧劲光猛攻哨石黎川（１０﹐１４被剿匪军

第三路陈诚击退）。

丁、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电孙魁元，谓青海部队已开抵中卫，劝孙部在绥远停进。

戊、新绥长途汽车第一次自绥远到迪化。

己、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开幕。

庚、伪国续捕中东路之苏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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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美总统罗斯福电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洽商两国复交。

１０﹐１１（八，二二）

甲、特派黄绍竑、顾孟余、朱家骅、陈公博、孔祥熙、张嘉璈、周作民、吴鼎昌、钱新之、

虞和德、陈光甫、王克敏等三十二人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乙、日外务省发表声明，否认苏俄本月八日发表之秘密文件。

丙、日机在永宁投弹。

丁、水利工程学会年会在杭州举行。

戊、国联第十四届大会闭幕。

１０﹐１２（八，二三）

甲、方振武、吉鸿昌部自汤山窜集北平顺义之间（谋东走，为日军所阻）。

乙、蒋委员长电询鄂陕甘皖浙赣苏等省政府，对于合署办公之意见。

丙、盛世才自迪化进攻马仲英，马赫英亦自阿尔泰进攻塔城，牵制盛世才。

１０﹐１３（八，二四）

甲、黄郛派殷同、李择一赴东京及东北进行对日整个交涉。

乙、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以孙魁元军西开，通电辞职（明日全体省政

府委员请辞）。

丙、罗文干离伊犁取道俄境返京。

１０﹐１４（八，二五）

甲、德国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及军缩会议，希特勒发表强硬演说。

乙、汪兆铭飞南昌，晤蒋委员长（商宋子文辞职事）。

丙、陈铭枢秘密离福州，回香港。

丁、新疆盛世才、马仲英两军战于达阪。

戊、日本飞机轰炸方振武、吉鸿昌部。

己、日外务省发表声明，如苏俄不改变其认识，惹起重大结果，其责任由俄方担负。

１０﹐１５（八，二六）

甲、方振武吉鸿昌派代表到北平接洽（刘桂堂、汤玉麟均声明未与方、吉联合）。

乙、蒋委员长严禁在城巿商埠招兵。

１０﹐１６（八，二七）

甲、方振武、吉鸿昌以日军之压迫，接受北平分会之条件，离军赴津，所部由第三十二军军

长商震改编。

乙、河北保安队第二大队开赴昌黎剿匪。

丙、汪兆铭自南昌回南京。

丁、贵州犹国才部自镇远反攻贵阳，与王家烈激战（犹得云南龙云之助）。

戊、日外相广田报告对中美苏之外交方针，一旦有事，须能临之以断然实力。

１０﹐１７（八，二八）

甲、行政院通过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统方案（于蒙人聚居省分设置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及

蒙古行政用人标准（并拟改蒙藏委员会为边防部或蒙藏部）。

乙、派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视察内蒙古各盟旗。

丙、蒋委员长训令江西剿匪军队，以占领匪军所必争之要地为目的，预先选定据点，构筑碉

堡，掩护部队前进。

丁、改组甘肃省政府，以朱绍良为主席。

戊、派张培元为新疆省军务帮办。

己、盛世才进攻马仲英不利，返回迪化。

１０﹐１８（八，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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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民政府明令崇褒班禅（意在安抚蒙古）。

乙、北平政整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矩、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山西省府

主席徐永昌、察哈尔省府主席宋哲元及李煜瀛、周作民、万福麟等均到，多向黄郛表示对中

央不满，倡联省自保，安定华北，推黄主持，黄详切恳劝，晓以对日、对共难题，众意始解）。

丙、中共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为粉碎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

丁、江西剿匪军第三路陈诚所属第七纵队薛岳（四个师）自南城附近进占潭头巿，第八纵队

周浑元（三个师）进占资溪桥，即构筑工事。

１０﹐１９（九，一）

甲、日使有吉明自上海到北平。

乙、河北保安队收复冀东抚宁。

１０﹐２０（九，二）

甲、西蒙各盟旗电请自治。

乙、黄郛电交通部长朱家骅商东北通邮问题。

丙、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自福州赴广州与陈济棠商时局（蒋赞成陈铭枢【人民政府】之主

张）。

丁、杉村阳太郎到南京，晤汪兆铭。

戊、铁道部派殷同为北宁铁路局长。

己、四川红军徐向前占宣汉，川军第二十三军长刘存厚部溃退（

宣汉团练局长王维舟内应，编为红军第三十三军）。

庚、全国运动会闭幕。

１０﹐２１（九，三）

甲、林主席离京赴闽（１０﹐２３抵福州，谋疏通闽局）。

乙、甘肃、青海、宁夏三省主席朱绍良、马麟、马鸿逵电请中央，令孙魁元军从缓西移，或

予另调。

丙、日内阁依陆军海军建议，决定外交国防政策，对美保持不受威胁之均等势力原则，对俄

应备充分之陆军军备，对英进行利用其远东势力之工作，对华采取两国亲善促进政策，树立

中日满之和谐关系，使中国与满洲国置于日本领导之下（１０﹐２０？）。

丁、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离北平，再度赴新疆探测。

１０﹐２２（九，四）

甲、蒋委员长发表告赤匪士兵书，指示投诚路线。

乙、江西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董振堂猛攻南城、黎川间之资溪桥，剿匪军第八纵队周浑元

拒之。

丙、黄绍竑自南京抵北平。

丁、新疆回和加尼牙孜攻吐鲁番，败马仲英。

戊、杉村阳太郎飞抵汉口（１０﹐２４到上海）。

己、粮食会议在京开幕。

庚、南京浦口间之长江轮渡举行通车典礼。

１０﹐２３（九，五）

甲、驻俄大使颜惠庆照会苏俄勿与地方当局（新疆）缔结任何协议。

乙、滦东保安队总攻抚宁之匪。

丙、顾祝同在南昌就任剿匪军北路总司令。

丁、南京发现陨星，全城光耀如昼。

１０﹐２４（九，六）

甲、日使有吉明访黄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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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北平蒙人电京，反对蒙旗宣化使章嘉赴蒙宣化。

丙、进攻江西资溪桥之红军彭德怀等为剿匪军周浑元击退。

丁、江西修建碉堡。

戊、红军徐向前占四川绥定（达县），刘存厚退开江。

己、上海广州航空开始。

１０﹐２５（九，七）

甲、北平蒙人访黄绍竑，说明要求自治目的在确定省县与蒙民权限。

乙、新疆督办盛世才又自迪化出发，讨马仲英（１０﹐２０马曾请和）。

１０﹐２６（九，八）

甲、内外蒙古旅平同乡会及蒙古救济委员会分别上书黄绍竑，陈述蒙古自治意见（主张自治，

反对章嘉）。

乙、监察院弹劾前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祸新酿变，违法擅订【

新俄商约】。

丙、江西剿匪军第八纵队第七十九师樊崧甫进抵南城哨石。

１０﹐２７（九，九）

甲、汤玉麟、刘桂堂两部在察哈尔赤城互斗。

乙、美国举行【海军日】，罗斯福重申其强大海军主张。

１０﹐２８（九，一０）

甲、蒋委员长自南昌飞南京（即电促宋子文入京，未至）。

乙、黄绍竑在张家口接见察境蒙古长官。

丙、江西剿匪军完成南城、新丰街、里塔圩、官岭一带碉堡。

１０﹐？（九，？）共产国际派往江西苏维埃区之军事顾问自上海抵瑞金。

１０﹐２９（九，一一）

甲、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辞职，以孔祥熙继任（本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宋之去

职，闻主要为财政问题，时每月军政费短少一千二百余万元。另传与对日外交有关。又宋同

时辞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决议慰留）。

乙、蒋委员长自南京飞返南昌。

丙、黄绍竑抵绥远。

丁、日陆相荒木贞夫倡议召开【远东和平会议】

。

１０﹐３０（九，一二）

甲、前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在南京被逮（金于本月中自天津赴赣，昨日到京）。

乙、宋子文在上海谈话，谓才力不足以应付困难。

丙、汤玉麟刘桂堂两军在察境冲突。

１０﹐３１（九，一三）

甲、汪兆铭到上海，访宋子文（明日回京）。

乙、黄绍竑派内政部司长李松风携改革内蒙行政系统方案到百灵庙，晤德王、云王。

１１﹐１（九，一四）

甲、新任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视事。

乙、各地举行剿匪宣传周。

丙、江西红军第一军团林彪进攻南城哨石，为剿匪军第二纵队王敬久所败。

丁、湖南保安第四区第一团长贺竟成在靖县叛变，悬五色国旗，自称【全民救国军】，师长

喻翊忠为前敌总指挥。

１１﹐２（九，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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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黄郛、何应钦与日武官柴山商谈收回长城各口问题。

乙、蒋光鼐、陈济棠会商闽粤剿匪事。

丙、新疆盛世才请援于迪化苏俄总领事（十月，盛已派陈德立、姚雄赴莫斯科）。

１１﹐３（九，一六）

甲、国民政府委员黄复生自上海赴香港，访胡汉民。

乙、红军代主席项英，副主席王稼蔷发布支撑点构筑指示（１２﹐２５项、王复与副主席彭

德怀发布补充指示）。

丙、马仲英围攻迪化。

１１﹐４（九，一七）

甲、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矩到泰安，晤冯玉祥。

乙、孙科到上海，访宋子文、李煜瀛、蔡元培、张人杰商政局。

丙、宁夏主席马鸿逵之代表财政厅长梁敬錞到包头晤孙魁元（孙云已与陈铭枢、阎锡山联络，

将攻占甘宁青，东出陕豫）。

１１﹐５（九，一八）

甲、蒋委员长通令核减田赋附加。

乙、四川剿匪军第五路王陵基、范绍增部败红军于绥定，克木瓜场。

丙、河北保安队收复抚宁，老耗子（张魁元）部北遁。

１１﹐６（九，一九）

甲、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飞抵北平，商谈塘沽停战协议之善后处理。

乙、中央制止新疆盛世才、马仲英军事行动。

丙、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以轻弃防地，褫职查办（所部由刘湘改编为一个师）。

丁、江西红军彭德怀进攻南城洪门一带，为剿匪军第八纵队第七十九师樊崧甫所败。

戊、财政部拨付陈济棠军费一百万元。

己、东京俄使抗议日机越境侦察（海参崴附近）

。

１１﹐７（九，二０）

甲、汪兆铭应蒋委员长之邀，自南京飞南昌。

乙、冈村宁次与黄郛、何应钦开始商谈战区剿匪，长城各口接收（日军不撤出各口）及关内

外通车、通邮、设关、联航等问题。

丙、美总统罗斯福与苏俄外长利瓦伊诺夫开始谈判复交问题（李系昨日到美）。

丁、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于十月革命纪念会讲演，指斥日本，如进攻苏俄，即将其

完全扑灭。

戊、湘西叛变之保安团贺竟成等自靖县进向洪江、会同。

１１﹐８（九，二一）

甲、汪兆铭自南昌飞南京，孔祥熙及拉西曼自南京飞南昌。

乙、黄郛访冈村宁次，商平渖通车问题。

丙、英国会讨论对华政策，主以实力援助南京政府。

丁、江西剿匪军第三路陈诚部积极在南城、黎川、南丰间构筑碉堡。

１１﹐９（九，二二）

甲、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自香港抵厦门，与蔡廷锴会于漳州。

乙、广东第二军长香翰屏去职，由陈济棠兼。

丙、冈村宁次与黄郛对停战协议处理获致初步协议，日军续驻长城各口，华北与东北通车、

通商、通邮、通航日后续商。

１１﹐１０（九，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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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陈铭枢、黄琪翔、徐谦等会于福州。

乙、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到百灵庙，晤蒙古王公，兼发布行政院告

蒙民文告。

丙、汪兆铭在立法院报告，对日外交政策不变，东北通车通邮设关谈判，尚未决定。

丁、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参谋喜多诚一自北平到天津，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商谈战

区善后问题（明日返长春）。

戊、红军第三、第七军团由彭德怀、萧劲光率领自黎川、南丰经金溪北进至抚州东南之浒湾，

与北路剿匪军剧战开始。

己、张继代表中央在南昌行营授剿匪荣誉旗。

１１﹐１１（九，二四）

甲、陈铭枢、蒋光鼐在福州晤林森主席，坚持其另组政府主张。

乙、罗文干自新疆经俄境返抵南京。

丙、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届年会在北平举行。

１１﹐１２（九，二五）

甲、国府主席林森离福州。

乙、新疆南疆缠回沙比提大毛拉、伊敏（来自和阗）、郁文彬在喀什噶尔组织【东土耳其斯

坦共和国】

，推和加尼牙孜为总统，沙为总理（和在阿克苏。时乌思满已被推翻，马占仓仍据疏勒）。

丙、【黄埔】一号飞机在京举行命名礼。

丁、德国总选，希特勒之国家社会主义党大胜。

１１﹐１３（九，二六）

甲、蔡廷锴自漳州抵福州。

乙、杉村阳太郎到广州，访军政当局。

丙、何应钦在天津邀宴在野要人。

丁、黄绍竑与德王、云王晤谈，无结果。

１１﹐１４（九，二七）

甲、北路剿匪军第四师邢震南等败红军彭德怀于抚州东南浒湾，红军退黄狮渡。

乙、中央连日会商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设关问题。

１１﹐１５（九，二八）中央政治会议修正驻平政整会组织条例，设华北建设讨论会及调查

等处。

１１﹐１６（九，二九）

甲、林森主席自福州返抵南京。

乙、罗文干到南昌，晤蒋委员长。

丙、苏俄外长利瓦伊诺夫致函罗斯福，放弃对于美国出兵西伯利亚时苏俄所受损失之赔偿要

求，并谅解其行动。

１１﹐１７（九，三０）

甲、汪兆铭孙科等到上海，商时局（明日回京）

。

乙、德王云王接受中央之方案，放弃组织内蒙自治政府主张。

丙、美苏宣布恢复国交。

丁、江西剿匪军第三路总指挥陈诚督第三师李玉堂、第九师李延年，败红军第一军团林彪于

宜黄南丰间之余家山、见贤桥，占领宜盖山。

１１﹐１８（一０，一）

甲、福州发现【福建文化运动总同盟】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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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内蒙古自治问题解决，决设置区自治政府。

丙、京沪、沪杭两路捐献飞机在上海命名。

１１﹐１９（一０，二）

甲、陈铭枢覆电蒋委员长，拒绝劝告。

乙、李济琛、方振武、陈友仁、徐谦自香港到福州。

丙、福州宣布戒严。

丁、江西剿匪军第七纵队第九师李延年、第九十师欧震败红军第一、第五军团于南丰、宜黄

间之大雄关（翌日克神岗堂）。

戊、四川剿匪军分路进攻，杨森克营山之周口，红军西占昭化之笔架山。

己、黄绍竑等自百灵庙返归绥。

１１﹐２０（一０，三）

甲、福州事变爆发，举行所谓【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

以生产人民党即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主），黄琪翔、徐名鸿、

戴戟、方振武、何公敢、章伯钧、李章达、翁照垣、林植夫、程希孟、余心清等十五人为主

席团（黄为总主席），决议：（１）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上红下蓝，中嵌黄色五

角星为国旗。（２）废除国民党。（３）推定李济琛、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

戟、黄琪翔、徐谦、方振武、李章达、何公敢十一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并发表宣言，中

国最高权力属于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之商学兵代表大会。

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命各军政机关，克日敉平福州叛乱，并通电全国。

１１﹐２１（一０，四）

甲、【福建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

军代表潘健行（梓年）、张云逸订立抗日同盟初步协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恢复贸易，释

放在闽政治犯（一作１０﹐２６）。

乙、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等宣告脱离国民党，黄琪翔宣告脱离第三党。

丙、李济琛、陈铭枢等电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一致讨蒋。

丁、陈济棠布防东江及广州附近，防陈铭枢攻粤。

戊、吴敬恒电胡汉民严绝陈铭枢等，并请加声讨。

己、国民政府令行政院及军事委员会迅速处置福州叛乱。

庚、日外务省训令驻华使领，对闽事取不干涉主义，但须保护日本权益。

１１﹐２２（一０，五）

甲、【人民革命政府】宣布成立，李济琛为主席，陈友仁为外交部长，蒋光鼐为财政部长，

李济琛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兼文化委员会主席，蔡廷锴、徐景唐、邓世增等为军事委

员。又任命何公敢为福建省长，萨镇冰为高等顾问。

乙、【人民革命政府】更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宣布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自由平等

权等五项主张（惟不言抗日）。

丙、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萧佛成、邹鲁电覆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

锴，责其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动赤祸，尽丧所守，劝幡然改图，讨贼、抗日、剿共须同

时并进语。

丁、孙夫人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声明，未预闻福州之事。

戊、蒋委员长发告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劝勿为陈铭枢所挟持，坚持剿匪阵线，力促叛乱

悔悟（中央军积极在浙闽布防）。

１１﹐２３（一０，六）

甲、陈济棠与蒋委员长会于江西赣州，商闽事（时蒋驻抚州，应付闽事）。

乙、中央常会决议：（１）开除陈铭枢、李济琛、陈友仁党籍，并交政府拿办，（２）定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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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日召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

丙、蒋委员长为闽变发【告剿匪将士及全国各军长官书】，剿匪部队一本原定计划进击，地

方长官尤应持以镇静。

丁、江西剿匪军再破红军之第一及第五军团于大雄关。

戊、四川剿匪军第四路（杨森）克复营山。

己、义使鲍斯克里呈递国书。

１１﹐２４（一０，七）

甲、福州【人民革命政府】以黄琪翔为经济委员会主席兼参谋团主任，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即日出师。

乙、陈济棠自赣州回抵广州，即召集所部将领余汉谋、李扬敬、李汉魂、邓龙光、缪培南等

会议。

丙、李济琛到南宁（？）晤李宗仁、白崇禧。

丁、汪兆铭、孙科、张继、戴传贤商迎胡汉民来京事。

戊、南昌行营为掩护入闽各军前进，遮断闽赣联络，重订北路剿匪军计划（第一路顾祝同约

八个师仍向白沙溪、龙岗推进；第二路蒋鼎文约六个师集中黄狮渡，准备入闽；第三路陈诚

十三个师集结黎川，向闽边进。浙赣闽皖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约六个师，总预备队钱大钧四

个师，空军两队）。

己、沪粤航机在舟山失事。

庚、胡惟德卒于北平。

辛、上海天主教徒举行徐光启逝世三百年纪念。

１１﹐２５（一０，八）

甲、新疆督办盛世才，主席刘文龙通电再讨马仲英（苏俄红军已出动，分两路进向伊宁塔城

助盛）。

乙、国民政府通缉陈铭枢、李济琛、陈友仁。

丙、华北将领何应钦、韩复矩、宋哲元、于学忠、万福麟、徐永昌、商震、傅作义等电请严

厉制裁李济琛、陈铭枢等。

１１﹐２６（一０，九）

甲、胡汉民电覆何应钦，拒绝入京，并责斥中央措置。

乙、蒋委员长派飞机向第十九路军散投文告（时中央军集中赣东，蒋鼎文率主力六个师取道

浙江衢州进向福建延平，陈诚率四个师进向光泽，另有四个师为总预备队）。

丙、杭州徽州公路通车。

１１﹐２７（一０，一０）

甲、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电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指责独裁，并请掌军权者及掌政权

者一避，使全党全国恢复自由，公共解决纠纷，复位国策。

乙、李济琛、陈铭枢等电覆胡汉民、陈济棠等，安内攘外，以讨蒋为先，劝宣布独立，另组

政府，共同合作。

丙、外交部通知各国勿与福州伪组织发生任何关系。

丁、日外相广田与美大使格鲁举行美日恳谈会。

１１﹐２８（一０，一一）

甲、绥远举行蒙汉联欢大会（凡三日）。

乙、冯玉祥在泰山表示，不作政治活动。

丙、徐庭瑶就任保定行营主任。

丁、莫斯科消息报指福建政府与真正革命运动毫无关联。真理报谓福建事变将引起日英美在

中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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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底）豫南红军第二十八军徐海东败国军第四十五师于固始狗鸣岭（十二月俘第五十

四师代师长柳树春于皖西南溪），红军第二十五军于九月溃败。

１１﹐２９（一０，一二）

甲、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准罗文干辞外交部长兼职，专任司法行政部长。

乙、蒋委员长派赵观涛为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

丙、马仲英再度围攻迪化。

１１﹐３０（一０，一三）

甲、粤军师长李汉魂自粤赴桂，与李宗仁白崇禧商时局。

乙、广东停止第十九路军补助费。

丙、无线电发明人马可尼到北平。

１２﹐１（一０，一四）

甲、福州【人民革命政府】组织大纲公布，并大赦。

乙、泉州举行庆祝【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大会，中央飞机三架投弹，死伤数十人。

丙、汤玉麟到张家口，所部由宋哲元改编。

丁、金沙江西岸藏军东犯（？）。

１２﹐２（一０，一五）

甲、四川剿匪军王陵基连败红军于绥定、宣汉。

乙、江西剿匪军第二、四、五路调福建（第三路陈诚，第六路薛岳等部扼江西）。

丙、蔡廷锴否认联共。

丁、苏外长利瓦伊诺夫抵罗马（明日与义相墨索里尼谈对日问题）。

１２﹐３（一０，一六）

甲、广州方面否认组织第三政府。

乙、陈济棠电南京要求补助军费。

丙、四川宛富林场地震。

１２﹐４（一０，一七）

甲、英使蓝浦生飞南昌，晤蒋委员长。

乙、黄绍竑到太原，与阎锡山商时局（１２﹐７离晋）。

丙、福州【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工商政策，凡农工商学兵宜共同努力，巩固生产人民政权。

丁、中英庚款董事会通过导淮及广东水利借款。

１２﹐５（一０，一八）

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谓福州之生产大众党及人民革命政府为国民党进一步

的动摇与崩溃，但并无任何真正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此政府仍非

人民的，仍是不革命的。共产党希望福建工农劳苦群众立刻自动组织起来，取得武装，要求

人民革命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及红军联合一致进攻共同敌人。只有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革命的

胜利，才能保障中国民族解放的胜利。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取第三条路者，必然失败

（国际派斥福建人民政府为中间派，实革命之敌人）。

乙、韩复矩电蒋委员长，否认攻击张群、熊式辉、杨永泰电。

丙、财政部令增加卷烟、水泥、火柴统税。

１２﹐６（一０，一九）

甲、八省巿粮食会议在上海开幕。

乙、英使蓝浦生谒林主席，递辞任国书，并发表告别中国人士书，劝注意统一、安全，与建

设三事。

丙、杜锡珪卒于上海（１２﹐７？）。

１２﹐７（一０，二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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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央派张继、马超俊、陈肇英、王陆一、傅秉常赴广东，交换时局意见，并促各中央委

员入京。

乙、马可尼过京抵上海。

丙、日本内阁通过对华分治政策，使华北脱离南京。

１２﹐８（一０，二一）

甲、黄绍竑自太原抵北平。

乙、刘湘令封锁川北共区。

１２﹐９（一０，二二）

甲、马仲英攻迪化失利，战事暂停（苏俄新任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梭夫已到。盛世才旋与苏

俄代表派哥丁议定，由苏俄贷款价值三百万卢布军火，派红军助战，盛允苏俄开采新疆石油

金矿，新疆独立）。

乙、广州军事会议，商对闽防务。

１２﹐１０（一０，二三）

甲、汪兆铭到上海，晤宋子文孔祥熙及李煜瀛等商时局，并发表谈话，声明个人出处。

乙、四川剿匪军总攻，杨森占新店场。

丙、盛世才拘捕迪化东北义勇军首领苏润成等（月底，又幽禁新疆省主席刘文龙，谓刘与马

仲英、张培元相通）。

１２﹐１１（一０，二四）

甲、南昌行营指定临川等二十县为碉堡群区。

乙、江西剿匪军第四军吴奇伟力破红军第一军团林彪于石前坑。

丙、张继、马超俊等到香港，访胡汉民，并发表谈话，说明此行在交换时局意见，希望精诚

团结。

丁、第三党以【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中央干部】

名义在福州发布解散宣言，一致参加生产人民革命运动（福州人民政府以台湾日总督松井石

根反对福州联共，因解散第三党以示好于日）。

戊、福州【人民政府】划分福建为四省，以何公敢为闽海省长，萨镇冰为闽北（延平）省长，

戴戟为泉海（兴泉）省长，许友超为龙漳（龙汀）省长（每省另有副省长）。

１２﹐１２（一０，二五）

甲、派蒋中正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并指定蒋与孔祥熙为常务委员。

乙、中央筹商康藏纠纷及新疆问题。

丙、福州【人民革命政府】通过【建筑全国生产人民政权步骤】。

丁、江西剿匪军第八纵队第五师谢溥福，第六师周碞，第九十六师萧致平与红军第五军团董

振堂激战于黎川东南之团村，伤亡团长段熙中等三人。

戊、英使蓝浦生离沪回国，马可尼同行。

己、江西红军第一军团林彪猛攻宜黄南之崇五都，为剿匪军第九十师欧震，第四十三师邹洪

等拒退。

１２﹐１３（一０，二六）

甲、张继等到广州。

乙、江西剿匪军邢震南师克资溪（已失陷半年）

。

丙、日伪军进犯察东沽源，与我军在三道川、红石岔冲突，攻占喜峰砦。

１２﹐１４（一０，二七）

甲、中央常会决议四中全会展期至明年一月二十日举行。

乙、江西剿匪军第三路总指挥陈诚督第五纵队第十一师黄维、第十四师霍揆彰、第六十七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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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仲芳、第九十四师李树森及第八纵队周浑元部败红军之第三军团彭德怀、第五军团董振堂，

克黎川东南之东山。

丙、英人（约七八名）在云南班洪秘密召集土人会议。

１２﹐１５（一０，二八）

甲、国民政府明令将军事委员会委员陈铭枢，训练总监兼军委会第一厅主任、豫鄂皖三省剿

匪副司令李济琛，驻闽绥靖主任、剿匪军南路前敌总指挥蔡廷锴，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褫

去本兼各职。

乙、哈尔滨苏俄总领事为伪国指派中东路局长及破坏该路业规章，向伪国交涉员施履本严重

抗议。

丙、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名义公布【

关于红军中逃跑份子问题处置办法】。

丁、江西剿匪军第三路陈诚第八纵队攻占德胜关，断闽赣联络，红军第三、第五军团走泰宁。

１２﹐１６（一０，二九）

甲、胡汉民发表宣言，谓宁方不放弃独裁政策，闽方不痛改叛党联共谬举均为本党叛徒，国

人公敌，并列举其此后政治推进之八项主张。

乙、黄绍竑自北平回抵南京。

丙、日本在东北擅筑之拉（拉法）滨（滨江）铁路通车。

１２﹐１７（一一，一）

甲、达赖喇嘛第十三辈阿旺罗布藏塔布元嘉穆错圆寂（１８７６至１９３３）。

乙、莫斯科消息，伊犁屯垦使兼新编第八师长张培元举兵响应马仲英，进攻乌苏，塔城行政

长官陈继善出兵讨之（约在１２﹐１０左右，张自称北疆总司令，与马仲英会攻盛世才，据

传系罗文干所策划）。

丙、张继到南宁，晤李宗仁、白崇禧。

丁、四川剿匪军第五路王陵基克宣汉。

戊、汪兆铭电蒋中正，商榷土地分配问题。

１２﹐１８（一一，二）

甲、蒋委员长电召在意大利之张学良回国。

乙、四川剿匪军范绍曾师克绥定。

丙、河北省蓟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通州成立，殷汝耕任专员。

１２﹐１９（一一，三）

甲、察东形势缓和，日伪军停止前进。

乙、滇边班洪发现英军二千余人。

丙、陇海路车在会兴镇互撞，死六人。

１２﹐２０（一一，四）

甲、毛泽东、朱德电福州人民革命政府，采取断然行动，展开反日反蒋的群众斗争，并提议

订立作战的军事协议。

乙、华北将领商震、宋哲元、万福麟等联电请蒋委员长拨饷。

丙、江西剿匪军第十四师霍揆彰攻占闽赣间之黄土关。

丁、冀鲁豫三省河务会议在济南举行。

戊、迪化电：和加尼牙孜占焉耆，进攻托克逊（与马仲英部战）。

己、五星合璧。

１２﹐２１（一一，五）

甲、西南执行部及政务委员会通电赞成胡汉民之八项主张，以政权属诸党，治权属诸政府。

乙、孙科到香港，晤胡汉民，张继亦自南宁经广州来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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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追赠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

１２﹐２２（一一，六）

甲、蒋委员长电覆汪兆铭，商土地政策，谓经营整理问题，更急于分配。

乙、中央军克复闽北崇安。

丙、中央飞机十五架在漳州投弹，死六十余人，伤百余人。

丁、福州【人民革命政府】发表二次宣言，否认联日容共，并主以联邦形式完成统一。

戊、孙科离香港赴菲律宾。

己、缅甸英军在云南班洪修筑道路。

庚、红军第三军（第二军团）贺龙部占四川黔江（后为刘湘之第五师陈万仞收复）。

１２﹐２３（一一，七）

甲、蒋委员长自南昌飞抵杭州。

乙、海军进驻马江，收复长门要塞。浙边泰顺庆元有接触，中央飞机一架在福州投弹。

１２﹐２４（一一，八）

甲、中央飞机七架轰炸福州。

乙、行政院电各省巿调查苛捐杂税。

丙、上海丝厂六十三家停业，经济委员会筹救济。

丁、莫斯科消息，新疆南路独立。

１２﹐２５（一一，九）

甲、蒋委员长自杭州飞临浦城，指挥对闽军事（时入闽各军已分别集结建瓯、屏南、顺昌等

地，约十五个师）。

乙、中央军收复闽北屏南，飞机六架轰炸福州。

丙、福州厦门各界连电南京，制止空军轰炸。

丁、刘桂堂又在察省赤城叛变，称【东亚协和军第二路总司令】，经土木、沙城、延庆南窜

（约七八千人）。

１２﹐２６（一一，一０）

甲、张继自香港返抵南京，谓西南绝不成立任何政府。

乙、长沙电：湘西之伪【全民救国军总指挥】喻翊忠被擒。

１２﹐２７（一一，一一）

甲、江西红军北扰，进至南昌附近黄溪，中央军飞机轰炸。

乙、蒋中正通电就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职。

１２﹐２８（一一，一二）

甲、南昌城防司令部召开治安会议，进至万寿宫（距城五十里）之红军孔荷宠部被击溃。

乙、中央军卫立煌部第十师占福建顺昌。

丙、杭江（杭州至江西玉山）铁路通车（十九年三月九日开工）。

丁、特派王宠惠为海牙公断法庭法官。

戊、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柯劭忞。

１２﹐２９（一一，一三）

甲、孙科二次到香港，发表谈话，对胡汉民有微词。

乙、日外务省承认伪【满洲国】将改帝制。

丙、韩复矩屡电黄郛召开政务整理委员会常会（黄屡以韩等近日活动及华北不安内情告蒋中

正，劝以全力解决闽事，再自动颁布改弦更张之道，以系人心而安反侧）。

１２﹐３０（一一，一四）

甲、福建军进迫浙江泰顺。

乙、孙科、唐绍仪自香港赴中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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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１（一一，一五）

甲、最高法院检察署通缉前故宫博物院长易培基。

乙、外交部请各国开具福州侨民清单，俾能予以保护。

丙、海军次长陈季良自上海赴闽，指挥海军协攻福州。

丁、四川剿匪军第二路田颂尧部克仪陇。

戊、黄郛电告蒋中正、汪兆铭，日本根本博大佐转述其与荒木贞夫谈话要旨：（１）闽方曾

派青年党人分赴台、日求谅解，无结果，（２）胡汉民发表宣言前曾与日武官接洽，反蒋成

功后仍与日合作，荒木斥为冯玉祥第二，（３）张学良回国后，一须不来华北，二不掌军权

（南京亦曾派李择一赴台湾晤总督松井石根）。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３４──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甲戌

１﹐１（一一，一六）

甲、行政院长汪兆铭发表元旦纪念词：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治标莫急于清除

共匪，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

乙、胡汉民通电要求南京及福建停战。

丙、江西完成碉堡二千九百座。

丁、刘桂堂叛军窜扰北平西北之明陵及大小汤山，万福麟军及关麟征师夹击之。

戊、四川剿匪军田颂尧部克仪陇，陈万仞师克黔江。

己、莫斯科消息，新疆盛世才已将马仲英、张培元完全击败（马仲英部马虎山曾败红军于马

屯河岸）。

庚、中央银行国库局成立。

１﹐２（一一，一七）

甲、刘桂堂部经高丽营南窜至通州北平间，商震军及刘多荃师击之。

乙、前驻美公使伍朝枢卒于香港（？）。

１﹐３（一一，一八）

甲、中央军第八十七师与福建蔡廷锴部战于古田。

乙、伊犁屯垦使北疆总司令张培元为苏俄红军所败，自戕身死。

丙、红军贺龙攻占湖北利川。

１﹐４（一一，一九）

甲、孙科到广州，晤陈济棠；罗文干自南京到香港，晤胡汉民。

乙、湘军陶广师大破红军萧克于赣西黄陂、路田。

丙、刘桂堂匪部经武清南窜至永清固县（明日南窜霸县沧州）。

１﹐５（一一，二０）中央军开始猛攻福建延平古田，空军助战，蒋委员长驻浦城指挥。

１﹐６（一一，二一）

甲、中央军第四师冷欣，第三十六师宋希濂，第五十六师刘和鼎攻克福建延平，守军司徒非

师降。

乙、张学良自意大利抵香港，登岸访胡汉民。

丙、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电京报告，伊犁屯垦使、新疆边防帮办张培元于去年十二月间叛乱，

被狙身死（本月三日），暂派西路警备司令刘斌（东北救国军）

代伊犁警备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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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伊克昭盟盟长沙王致文绥远省政府，请准设自治区政府（不愿与德王联合）。

戊、中共临时最高军事裁判法庭（何叔衡、董必武、何长工组成）判处前红军闽浙赣军区司

令员、第七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以五年监禁（萧以未能拒守黎川，被指为罗明路线）。

１﹐７（一一，二二）

甲、中央军第九师李延年、第三师李玉堂克福建水口，大破谭启秀军。

乙、香翰屏复任广东第二军长。

１﹐８（一一，二三）

甲、张学良抵上海，意大利飞行家波那狄司令同行。

乙、国府取销汤玉麟通缉案。

丙、刘桂堂匪部窜河间大名。

丁、西路剿匪军第二纵队刘膺古部第六十二师陶广攻占铜鼓万载间之高村（１﹐５？）。

１﹐９（一一，二四）

甲、孙科自香港返抵南京。

乙、蒋委员长自杭州到南昌。

丙、中央电令孙魁元（殿英）军暂缓前进（时孙部距宁夏二百余里，拟取道平罗、灵武西进，

马鸿逵部阻之）。

１﹐１０（一一，二五）

甲、中央海军收复厦门（福州所任命之市长兼警备司令黄强昨夜离厦）。

乙、蒋光鼐、蔡廷锴电请陈济棠派兵接防闽南。

丙、前海军部长杨树庄卒于上海。

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发行一万万元关税公债。

１﹐１１（一一，二六）

甲、中央海军收复金门。

乙、四川剿匪军克昭化剑阁。

丙、江亢虎在南京被拘（１﹐２６释放）。

１﹐１２（一一，二七）

甲、中央军第八十七师王敬久、第八十八师孙元良克福建古田，赵一肩师三团降。

乙、蔡廷锴部（第十九路军）开始自福州撤退（上游中央军逼近，卢兴邦部态度转变，下游

海军封锁，陆战队在连江福清登陆）。

丙、日海军陆战队到福州仓前山。

丁、任命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派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总司令（辖第四纵队李

延年、第九纵队刘和鼎、第十纵队汤恩伯，共十四个师）。

戊、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第四十一军长孙魁元（殿英）进攻宁夏，占领磴口，与宁夏主席马

鸿逵之第十五路军开始相战。

己、马仲英再围迪化，并西攻昌吉，阻西路盛世才军回援（时盛部主力在西路）。

庚、特派黄慕松为致祭达赖专使。

辛、伪国【总理】郑孝胥等向溥仪呈劝进表。

１﹐１３（一一，二八）

甲、福州各机关撤回漳泉，李济琛、陈铭枢【人民革命政府】瓦解（凡五十三日）。

乙、毛泽东、朱德电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立即武装群众，组织反日反蒋的斗争团体，

并与红军合作到底。

丙、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电令孙魁元停止原地。

丁、普安轮在吴淞口外畲山洋面被劫。

戊、发行关税库券一万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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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一一，二九）

甲、日本关东军驻黑河（察省沽源东）司令官森一郎在察东以飞机散放【警告宋哲元军驻龙

门所部队】

之【声明书】，谓龙门所驻军系违背条约，应撤退赤城延庆以西，否则进攻。又【满洲国】

布告如再有被撕毁情事，日军亦不惜采断然处置。以上条文，限十七日答复。

乙、海军部长陈绍宽率舰抵马尾。

１﹐１５（一二，一）

甲、蒋委员长到延平。

乙、福州各官署重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丙、红军彭德怀、董振堂等部围攻福建沙县。

１﹐１６（一二，二）

甲、中央军及海军陆战队收复福州。

乙、日伪军侵占察哈尔龙门所附近赵家营子。

丙、班禅自百灵庙到归绥。

丁、波兰公使魏登涛呈递国书。

１﹐１７（一二，三）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办法，于察绥两省设置自治区政府（内蒙代表反对）。

乙、行政院令孙魁元军停止西进。

丙、陈友仁、徐谦等自福州到香港。

１﹐１８（一二，四）

甲、胡汉民发表宣言，对闽局善后主双方停止战事，闽军驱除叛党叛国份子，取消组织，改

编第十九路军。

乙、中央常务会议决议嘉奖讨逆海陆空军将士。

丙、义相墨索里尼发表论远东情势文，谓美俄谅解，为对日警告，远东文明前途，大半视中

国在本世纪中之行动如何。

丁、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五次全体会议（在瑞金举行）通过【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

务】决议案。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应争取完全胜利的斗争，选举陈绍禹、

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张国焘、王稼蔷、朱德、任弼时等为政治局委员。

１﹐１９（一二，五）

甲、孙魁元部绕过宁夏石嘴子，进攻平罗，马鸿逵部旅长马宝琳坚守（青海马步芳师已开抵

宁夏增援）

。

乙、刘桂堂匪部陷河南涉县。

丙、班禅自绥远抵北平。

丁、红军贺龙自鄂西折回湖南龙山茨岩塘。

１﹐２０（一二，六）

甲、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大会开幕，推蒋中正、汪兆铭、孙科、戴传

贤、于右任、顾孟余、居正为主席团。

乙、溥仪正式宣布于三月一日即帝位，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

丙、中央军第二十六师宋希濂克福建莆田。

１﹐２１（一二，七）

甲、第十九路军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张炎、区寿年自泉州通电拥护中央，脱离人民革命政

府，并推戴戟出任维持（沈、毛先已与戴笠有联络）。

乙、中央军收复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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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蒋委员长派陈诚为剿匪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为第六路军总指挥。

丁、山西绥远地震。

１﹐２２（一二，八）

甲、蒋委员长自福建建瓯飞抵南京。

乙、胡汉民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分别电京请对第十九路军停止追击，予以自新，以免陷入歧

途。

丙、行政院决议：（１）改组福建省政府，任命各厅长委员，（

２）任命顾祝同为军政部政务次长。

丁、四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宋子文报告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首重交通发展，次为水利工程，

卫生设备，农村救济，教育改进。

戊、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到代表七百余人，毛泽东等七十五

人为主席团。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特尔曼、高岗为名誉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博古

（秦邦宪），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红军代表朱德等致词。

己、江西剿匪军破红军方志敏于上饶郑家坊，斩获五百余人。

庚、日本陆军省大臣荒木贞夫辞职，林铣十郎继任。

１﹐２３（一二，九）

甲、日本第六十五届议会开幕，广田演说外交方针，盼中国谅解日本真意，日本特别关注华

北治安及共产军状况，对苏联继续善邻关系，中东路出让交涉希望再开，对美应相互益深谅

解。

乙、新疆南路沙比提大毛拉（萨维特多木拉）叛乱消息由莫斯科传出。

丙、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述【我们的经济政策】，号召推行经济建设，

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对外贸易及合作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巩固工业在经济方面联合，

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

１﹐２４（一二，一０）

甲、班禅喇嘛自北平到南京。

乙、内蒙代表向四中全会请愿，反对分区自治。

丙、甘宁青三省主席及将领朱绍良、马鸿逵、马麟、邓宝珊、马鸿宾、马步芳通电宣布孙魁

元罪状。

丁、红军贺龙进攻湖南永顺。

戊、黄郛续行汇与冯玉祥二万元。

己、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粉碎第五次围剿。

１﹐２５（一二，一一）

甲、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任林森连任国民政府主席。大会闭幕，

发表宣言，揭举统一（集中国力）建设（充实国力）二纲领，并嘉勉剿匪讨逆将士。

乙、江西匪区封锁完成，共筑碉堡二千九百座。

丙、江西剿匪第五纵队罗卓英部第六十七师傅仲芳、第九十四师李树森破红军第五军团董振

堂于黎川，占樟村横村，擒斩千余人。

丁、围攻宁夏平罗之孙魁元军（于世铭师）因空军轰炸溃败。

戊、陈铭枢、蒋光鼐到香港（明日李济琛亦到，均系经汕头来）。

１﹐２６（一二，一二）

甲、林主席就职。

乙、首都举行欢迎蒋委员长及庆祝讨逆胜利大会。

丙、剿匪军东路总司令蒋鼎文率部入泉州，第十九路军集合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丁、陈济棠委李扬敬、黄任寰为粤闽边防正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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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西藏三大寺喇嘛代表请班禅回藏。

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谓福州人民革命政府的历史，即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历史，

祇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祇有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才是胜利的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一切言

行，仅为欺骗民众的烟幕，希望民众援助中国苏维埃与工农红军，工人罢工，农民抗租，夺

取土地，兵士哗变加入红军，组织统一革命战线（剿匪军正准备自东线进攻，共产党颇感惶

恐）。

庚、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改组织局为书记局，以秦邦宪、陈绍

禹、王稼蔷、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刘少奇、吴亮平、杨尚昆（一作梁柏台）为书记，秦

为代理总书记，以秦邦宪、陈绍禹、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张国焘、朱德、陈云等为政治

局委员，周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杨尚昆为组织部长，张闻天为宣传部长，项英为职工部

长，吴亮平为白区工作部长，陈绍禹为驻莫斯科代表团主席。

１﹐２７（一二，一三）

甲、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常会，决议：（１）

开发西北：甲、水利建设，乙、修筑西安、兰州，肃州、兰州，西安、汉口三公路，（２）

完成七省公路，（３）改良江南公路路面工程（锡沪、京沪、锡宜、京杭四路），（４）西南

公路（包括福建），并注重漳州至浦城公路。

乙、陈济棠派缪培南晤陈铭枢、蒋光鼐等，谋收编第十九路军。

丙、盛世才电复行政院，未闻新疆南部独立之说。

丁、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结论，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

法。

戊、北路剿匪军第三路陈诚部第十一师黄维，第七十九师樊崧甫破红军第九军团罗炳辉于黎

川南之邱家隘、寨头隘。

１﹐２８（一二，一四）

甲、孙魁元军（刘月亭师）进攻宁夏省城（已三日）。

乙、西路剿匪军第二纵队刘膺古部锺光仁、陶柳二旅攻克万载小源（高咏生之根据地）。

丙、任命陈调元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预备军总司令。

丁、朱德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军事报告。

１﹐２９（一二，一五）

甲、内蒙古代表为自治问题分向中央党部及各部院请愿。

乙、四川剿匪军第五路王陵基破红军张国焘、徐向前，克绥定马渡关。

１﹐３０（一二，一六）

甲、行政院决议（１）撤销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免孙魁元督办兼职，（２）以热振呼图

克图代摄达赖职权。

乙、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部败孙魁元部于金刚堡，北平军分会电令孙军自宁夏撤退，并

切实编遣。

丙、第十九路军（一部随蔡廷锴走粤边）改编为剿匪东路军第七路，总副指挥毛维寿、张炎

在惠安就职（陈沛、伍崇仁、文朝籍等分任为师长。又张炎寻离去）。

丁、红军第十军方志敏猛攻江西玉山德兴间之大桥头，为中央军所败，伤亡七百余。

戊、滦榆区行政专员陶尚铭与山海关日本特务机关长仪我改订榆关接收方案。

１﹐３１（一二，一七）

甲、蒋委员长自南京赴杭州，张学良亦至自上海。

乙、刘湘在成都召开剿匪会议。

丙、商用练习飞机在上海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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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一二，一八）

甲、江西剿匪军第三路第七十九师樊崧甫，第六十七师傅仲芳等再破红军罗炳辉于黎川寨头

隘、平寮（翌日红军东南走）。

乙、共产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选博古、陈绍禹、何克全（凯丰）、刘少奇、

毛泽东、项英、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贺龙等一百七十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三十六

人）。发表宣言，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粉碎五次围剿，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丙、新疆西路之盛世才军败马仲英军于昌吉，进向迪化。

丁、陕西考古会在西安成立（徐炳昶主之，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作）。

２﹐２（一二，一九）

甲、蒋委员长电令剿匪各省守护堡垒。

乙、红军第十六师高咏生进至江西奉新甘坊即与第十七师萧克合。

丙、宁夏马鸿逵部败孙魁元军于宁朔。

２﹐３（一二，二０）

甲、上海真茹无线电台与伦敦通报。

乙、驻苏俄大使颜惠庆回抵上海（２﹐５到京，２﹐７到津）。

丙、西路剿匪军破红军萧克（第十七师）于宜丰上高间。

丁、共产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推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

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祖涵）、邓发、方志敏、罗迈（利瓦伊汉）、邓振

询、朱地元、周月林十七人为主席团，毛为主席，项、张为副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

席，王稼蔷（外交）、朱德（军事）、邓振询（劳动）、高自立（土地）、林伯渠（财政）、吴

亮平（国民经济）、陈潭秋（粮食）、梁柏台（司法）、曾山（内务）、瞿秋白（教育）为委员。

项英为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为最高法院主席，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席，朱德

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及王稼蔷为副主席。

２﹐４（一二，二一）

甲、蒋委员长与宋子文、张学良、孔祥熙在杭州会谈。

乙、第十九路军一部为广东收编。

２﹐５（一二，二二）

甲、蒋委员长在杭州讲演，以教养卫为救中国兴民族方针。

乙、北平军分会免孙魁元之军分会委员、第四十一军军长及第四十四师师长各职，所部由于

世铭、丁綍庭、刘月亭改编为三旅（何应钦发表谈话，如孙不听命令，将彻底解决）。

丙、参谋本部会商新疆西藏问题。

丁、共产党中委瞿秋白自上海到江西瑞金。

２﹐６（一二，二三）

甲、马仲英部马福元攻下喀什噶尔回城（疏附）

，解汉城之围，东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瓦解（本年一月，和加尼牙孜自阿克苏到疏附，和阗王

爱美尔帕夏伊敏亦至，未几和与沙比提大毛拉相争，进攻疏勒失利，退英吉沙尔）。

乙、新疆省政府宣言坚决奋斗，保全新疆整个领土人民。

２﹐７（一二，二四）

甲、特派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张在杭州向蒋委员长表示欲任侍从室主任，随侍

学习，未果。对三省剿匪副司令职初拟不就，王树翰再三相劝，始于３﹐３在武昌就职）。

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全（１）国水利机关暂归全国经济委员会统筹办理，（２）由经济

委员会、财政部、内政部合组土地委员会。

丙、蔡廷锴离福建龙岩，飞广东梅县。

２﹐８（一二，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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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北路剿匪军（右翼）第六路薛岳部自永丰进至藤田，即构筑碉堡（六路军辖七个师、两

个旅）。

乙、孙魁元部猛攻宁夏省城，为马鸿逵、马步芳部及空军击退。

丙、前第十九路军四师分别在闽南缴械，开赴河南编训。

丁、刘文辉代表姜郁文与西藏代表琼让会议于矮达（凡三日无结果）。

戊、蒋委员长订空军训条。

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颁布【优待红军家属条例】。

２﹐９（一二，二六）

甲、蒋委员长自杭州飞抵南昌。

乙、四川剿匪军杨森、李家钰攻占巴中、南江。

丙、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与李宗仁会于南宁，商两省提携。

丁、巴黎共产党及反法西斯派大示威，引起骚动（２﹐１２总罢工一日）。

戊、江西剿匪军（北路）第五纵队罗卓英部第十四师霍揆彰第九十四师李树森败红军第一军

团林彪第九军团罗炳辉于黎川鸡公山，红军走广昌。

２﹐１０（一二，二七）

甲、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接收山海关。

乙、成都剿匪会议闭幕。

丙、赣西红军萧克、高咏生陷武宁（剿匪军朱耀华、岳森、彭位仁师追击，即走瑞昌，时萧、

高根据地已失，到处流窜）。

丁、莫斯科发表远东红旗特别军总司令布留赫（嘉伦）对共产党代表大会演说词，远东如有

军事冲突，特别红军必予以重大打击，使资本主义大本营崩溃。

２﹐１１（一二，二八）

甲、蒋委员长与行政院长汪兆铭通电，继续剿匪及生产建设，中央地方，开诚相与，安定政

局，储蓄国力。

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宣言，抨击【人

民革命政府】违背协议，欺骗民众；指斥生产大众党、社会民主党、第三党、托洛斯基陈独

秀取消派，并声明愿与一切抗日反蒋的武装联合。

丙、福建红军进迫闽北洋口。

丁、湘西红军贺龙再占桑植（第六次）。

戊、晋绥军王靖国、赵承绶师向绥西出动，迫令孙魁元部就范。

己、马仲英为苏俄红军所败，撤迪化之围，退吐鲁番。

２﹐１２（一二，二九）

甲、蒋委员长在南昌行营训话，实行教养卫，造成民族复兴基础。

乙、盛世才自迪化追击马仲英。

丙、鄂北股匪萧六、谷大申进扰河南唐河。

２﹐１３（一二，三０）

甲、特派陈诚为湘鄂赣粤闽剿匪军北路前敌总指挥，卫立煌为东路前敌总指挥。

乙、四川红军徐向前、张国焘败剿匪军王陵基部（旅长郝耀廷被戕）于楼门口。

２﹐１４（一，一）南京举行追悼达赖第十三世大会，汪兆铭致祭。

２﹐１５（一，二）

甲、藏兵攻占西康邓柯。

乙、江西剿匪军第三路第七十九师樊崧甫攻占黎川凤翔峰，败红军第一军团林彪，双方伤亡

各数百。

丙、赣东红军攻浙江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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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奥国国社党大暴动敉平（自２﹐１２开始，死二千余人）。

２﹐１６（一，三）

甲、绥远主席傅作义、山西主席徐永昌到北平，商对孙魁元军事。

乙、江西红军第十七师萧克、第十六师高咏生自永新经安福进至瑞昌西南范家埠，谋扰南浔

铁路。

丙、翁文灏由南京赴杭州，中途汽车失事受重伤。

丁、英苏商约在伦敦签字。

２﹐１７（一，四）

甲、刘桂堂匪部陷河南洛宁。

乙、川康军第二旅长邓让克复邓柯，藏军攻德格。

２﹐１８（一，五）

甲、北平军分会决定讨孙魁元策略，并由庞炳勋、胡毓坤等对孙作最后忠告，劝离开部队。

乙、四川剿匪军王陵基部败徐向前于绥定巴中交界。

丙、西路剿匪军第一纵队刘建绪部第十五师王东原攻占永新，俘红军及红军学校学生千余（一

作１﹐１９）。

丁、粤军离开南岩，退上杭、武平。

戊、天津破获暗杀马占山机关（日人主使）。

２﹐１９（一，六）

甲、蒋委员长在南昌倡导【新生活运动】。

乙、汪兆铭在行政院纪念周讲演，生产建设为今后努力方向。

丙、江西红军萧克、高咏生自瑞昌攻陷南浔路黄老门。

丁、蔡廷锴自粤东到香港。

戊、新嘉坡陈嘉庚之橡胶公司以破产收盘。

２﹐２０（一，七）

甲、红军萧克、高咏生进至距九江三十里之沙河镇，为剿匪军所击退。

乙、红军占据四年之江西兴国，为剿匪军克复。

丙、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东路总司令蒋鼎文在厦门就职。

丁、张学良自上海到南京商剿匪军事。

戊、行政院通过发行铁路建设公债一千二百万元。

己、行政院设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

庚、美国实施新货币政策，抬高银价，本日上海银行界张嘉璈、贝淞荪、李铭等电美总统罗

斯福请其了解中国情状，加以考虑；并电政府，请从缓批准白银协议。

辛、海参崴渔区投标，苏日发生纠纷，日未参加。

２﹐２１（一，八）

甲、红军萧克由瑞昌经箬溪渡修水南走靖安（高咏生部仍在武宁瑞昌境）。

乙、北路剿匪军第六路薛岳部第七纵队吴奇伟第九十师欧震攻占永丰沙溪，败红军江西军指

挥陈毅（即构筑封锁线及公路）。

丙、四川剿匪军六路开始二次总攻（六路为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邦

俊）。

丁、日外相广田致书美国务卿赫尔，愿开诚协议现在及将来发生之案件，确立善邻和平关系。

２﹐２２（一，九）

甲、国府令严格检查报纸。

乙、刘桂堂匪部自豫西洛宁围攻卢氏（刘部约三千余人，并联合豫匪崔邦杰、王有，谋入陕

西四川，为陕军所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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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日外相广田在众议院报告，俄【满】售路交涉即可好转。

２﹐２３（一，一０）

甲、热振正式代理达赖喇嘛主持西藏政教。

乙、孙魁元部连日猛攻宁夏，马鸿逵电促傅作义进援。

丙、天津大公报连日为文论【生产建设】。

丁、日军用飞机在黑龙江右岸遭苏俄高射炮射击。

２﹐２４（一，一一）

甲、汪兆铭电蒋委员长，询红军窜扰南浔路情形。

乙、宋子文谈银价问题，谓政府无意出卖生银。

丙、侨务委员会商讨暹罗惨杀华侨案（事在去年十月，华侨被杀者四十余人）。

丁、去年九月二十四日被伪国拘捕之中东路苏俄职员六人释放（

即辞职另派）。

２﹐２５（一，一二）

甲、东路剿匪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第四师冷欣克复福建沙县，败红军第七军团萧劲光。

乙、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张学良到汉口。

丙、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与日方商定接收古北口方案。

丁、伦敦失业工人结队示威。

２﹐２６（一，一三）

甲、蒋委员长电京否认江西武宁、瑞昌、沙河失守。

乙、闽变领袖之一徐名鸿（第三党）在广东大埔鎗毙。

丙、苏俄对中东路出售再作让步，售价减为二万万日元（原索六万万二千五百万日元）。

２﹐２７（一，一四）

甲、东路剿匪军总司令蒋鼎文到广州晤陈济棠，商闽粤及剿匪军事。

乙、财政部长孔祥熙谈，美国提高银价，于我并无不利。

丙、上海外侨协会电美总统罗斯福，请考虑银价对于中国之影响。

２﹐２８（一，一五）

甲、中央政治会议批准八国白银协议。

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蒙古自治问题之修正原则，设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各盟公署改

称盟政府，改察哈尔部为盟，盟旗地方不再设县治或设治局（打销１﹐１７决议）。

２﹐（底）鄂豫皖红军第二十八军与第二十五军会合于商城，仍县第二十五军，吴焕先改任

政委，徐海东任军长。

３﹐１（一，一六）

甲、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称帝，年号【康德】

。

乙、外交部为溥仪称帝发表声明，中国态度不变。

丙、汪兆铭向蒙古代表宣布蒙古自治条文（蒙古代表表示满意）。

丁、蒋委员长谈话，否认国民党将改总理制及本人为总理说，并谓中国环境事实，非德义两

国可比。

戊、立法院宪法草案初稿公布。

己、陈济棠电请中央于广州设置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

庚、杨杰率领之军官考察团抵莫斯科。

辛、张学良在武昌就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职。

壬、鲍贵卿（北京政府时之陆军总长、吉林督军）卒于北平。

癸、【大公报】连日为文论白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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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一，一七）

甲、蒋委员长令鄂豫赣皖等省实行自卫，以为施行自治准备，限六月底完成。

乙、蒋委员长电陈济棠于三个月内将赣南赤匪剿灭。

丙、西路剿匪军彭位仁、李觉、岳森、朱耀华等师将红军萧克包围于江西修水东南。郭汝栋

师追击红军高咏生于修水以北。

丁、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在西安成立。

戊、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招待记者，说明新生活运动为复兴民族之新基础。

３﹐３（一，一八）

甲、内蒙古代表向中央申谢蒙古自治案。

乙、派司法院副院长覃振赴欧美考察司法。

丙、蒋鼎文自广州飞返厦门。

丁、美国务卿赫尔函覆日外相广田，同意其增进日美亲善关系之书翰，愿接受对于增进友好

关系之任何提议。

３﹐４（一，一九）

甲、蓟密区行政专员殷汝耕接收古北口。

乙、章嘉呼图克图自北平抵绥远宣化蒙旗。

丙、藏番东犯，围攻德格。

丁、唐式遵代王陵基为四川剿匪军第五路总指挥（王与刘湘及其高等顾问刘从云不和）。

３﹐５（一，二０）

甲、中英庚款董事会通过首都电厂借款案。

乙、【万象】【肇兴】二轮在黄浦江互撞，【肇兴】沉没。

丙、【国闻周报】刊载【禁书问题】一文（上月通令查禁者二百余种）。

３﹐（初）前德国国防部长萨克德再度来华，正式任德国军事团总顾问。

３﹐６（一，二一）

甲、傅作义到包头，指挥对孙魁元军事。

乙、苏俄红军及盛世才军占达阪。

丙、红军贺龙攻湘西大庸，为陈渠珍师所击退。

丁、孔祥熙谈，棉麦借款正向美国商洽减额。

戊、新任英使贾德干递到任国书。

３﹐７（一，二二）

甲、国民政府公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任命云端旺楚克（云王），索

诺木喇布坦（索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及吴鹤龄等为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云王为

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特派何应钦、赵戴文为正副指导长官。

乙、蒋委员长为处理收复区土地问题，颁发告民众书（业权有保障，农民有田耕）。

丙、蒋委员长讲演新生活运动，中心准则为礼义廉耻。

丁、西路剿匪军败红军萧克于修水西南，克幽居。

戊、东路剿匪军第十纵队第八十八师孙元良克福建将乐，红军第七军团萧劲光赴泰宁。

己、俄外交副委员长 Sokolnikov 告杨杰，俄对日战争有把握，击败日本后必将东北奉还中

国，中国态度应坚决，中俄应合作。

庚、俄军事委员长兼红军总司令伏洛希洛夫告杨杰，希望中国迅速组织自己军队，排除侵略

敌人，盼中俄合作（是日杨杰离俄）。

３﹐８（一，二三）

甲、苏俄红军及盛世才军占托克逊、吐鲁番、鄯善，马仲英军分走焉耆、哈密。

乙、英使贾德干访晤班禅（明日贾自南京赴汉口视察）。



- 978 -

丙、国军陈诚部五万余人与红军林彪部四万人开始激战于南丰广昌间。

３﹐９（一，二四）张学良自武汉到南昌，谒蒋委员长（３﹐１２离南昌返汉）。

３﹐１０（一，二五）

甲、南昌举行新生活运动大会。

乙、赣东红军犯浙江，被击退，还走德兴。

３﹐１１（一，二六）

甲、国民政府为伪国溥仪改制称帝，发告全国书，盼精诚团结，生聚教训，挽回国难，并通

令严办附和之汉奸。

乙、傅作义指挥之晋绥军王靖国、赵承绶师开始对孙魁元部进击。

丙、江西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攻占南丰西南之东华山、五都寨，败剿匪军第九十四师李树森

部。

３﹐１２（一，二七）

甲、江西剿匪军陈诚部克福建泰宁。

乙、藏军陷西康德格。

丙、日外相广田与俄大使优列尼夫商中东路售卖及渔业投标问题。

３﹐１３（一，二八）

甲、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猛攻南丰西南杨梅寨、白舍一带，为剿匪军第三路陈诚部八

师所败，退向甘坊。

乙、英掌玺大臣艾登在下院宣称永不承认满洲国。

丙、行政院决定故宫博物院新理事人选。

丁、北平西安航空开始。

戊、苏俄红军及盛世才军占焉耆（３﹐２２占阿克苏）。

３﹐１４（一，二九）

甲、孙科孔祥熙飞抵南昌，与蒋委员长商宪法草案及剿匪军费（

３﹐１６回京）。

乙、赣南红军叶剑英由筠门攻清溪，为粤军李扬敬所败。

丙、晋绥军对孙魁元部全线进攻，占杨家河、布伦淖。

丁、外交次长唐有壬到北平视察（３﹐２２离平津返京）。

戊、伦敦英日棉业谈判决裂。

３﹐１５（二，一）

甲、华北师旅长（第一批）奉召先后到南昌听训，参观剿匪军事与地方建设（共三批，第二

批于３﹐３０前到达，第三批于４﹐１５前到达，大多为韩复矩、宋哲元、商震及东北军将

领）。

乙、晋绥军突破绥西天兴泉孙魁元部防线，占三圣宫。

丙、红军第七军团第十九师周建屏占福建明溪（归化）。

３﹐１６（二，二）

甲、驻俄大使颜惠庆晤俄大使鲍格莫洛夫（颜昨自津抵京）。

乙、张继自京到平，调查砍伐天坛古柏案。

３﹐１７（二，三）

甲、蒋委员长在南昌召见华北将领。

乙、江西剿匪军陈诚部第五纵队罗卓英（第十一师黄维，第十四师霍揆彰，第六十七师傅仲

芳，第九十四师李树森），第八纵队周浑元（第九十七师孔令恂，第九十六师萧致平，第四

十三师邹洪，第九十八师夏楚中）与红军在南丰三溪圩一带，连日剧战，空军猛烈轰炸，占

领甘坊，红军退向广昌，伤亡八千余，被俘二千余（剿匪军亦死亡近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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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晋绥军攻占宁夏磴口，傅作义进驻五原，与马鸿逵夹击孙魁元部（陕西杨虎城亦增兵陕

北，包围防范）。

丁、新疆省主席刘文龙辞职电到京（刘早失去自由）。

戊、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通电全国，励行新生活。

３﹐１８（二，四）

甲、蒋委员长召开之苏、浙、闽、赣、皖、湘、鄂、豫、陕、甘、川十一省行政（民教两厅）

会议在南昌开幕（３﹐２０闭幕）。

乙、四川剿匪军田颂尧、罗泽洲克巴中（第二期进剿告一段落）。

丙、刘桂堂匪部突过河南归德，进入山东。

丁、【天厨】号等四飞机在上海命名。

３﹐１９（二，五）

甲、英使贾德干与兼外长汪兆铭谈中英商约修改，滇边银矿开掘，班洪问题（由双方派员勘

查划界）。

乙、晋绥军进逼石嘴子，宁夏军开始反攻，孙魁元部败溃。

丙、华北师旅长到江西抚州参观，由陈诚报告剿匪经过及战略战术（四月，第二批第三批续

到）。

丁、开滦矿工总罢工。

戊、东路剿匪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第八十九师王仲廉、第八十八师孙元良克福建泰宁，红军

第十二军败走。

３﹐２０（二，六）

甲、孙魁元通电离开部队。

乙、中日代表在天津商谈战区整理问题（日方为仪我、柴山）。

丙、长江下游午后飓风为灾。

３﹐２１（二，七）

甲、晋绥军攻占石嘴子。

乙、日美互换文书发表（即２﹐２１及３﹐３广田与赫尔交驩书简）。

３﹐２２（二，八）

甲、中央常会决议，令组织、宣传、民众运动三会及内政、教育二部会拟新生活运动推行办

法。

乙、外交次长唐有壬自天津返南京。

丙、孙魁元离军，抵磴口。

丁、刘桂堂匪部自山东汶上窜至泰安（寻又窜东平肥城）。

３﹐２３（二，九）

甲、何应钦电辞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指导长官。

乙、特派陈调元为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军预备军总司令。

丙、东路剿匪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第十师李默庵克福建明溪（归化）。

３﹐２４（二，一０）刘桂堂匪部自山东万德越津浦路东窜。

３﹐２５（二，一一）

甲、蒋委员长令各省拟订行政计划。

乙、孙魁元部分二部，由傅作义、朱绍良改编。

丙、汉奸招雇华工出关，在塘沽被扣。

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成立，陈立夫为理事长。

３﹐２６（二，一二）

甲、全国经济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商棉麦借款支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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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班禅访英使贾德干。

３﹐２７（二，一三）

甲、李宗仁自广西抵广州，出席西南执行部及政委会会议。

乙、秦皇岛发现日鲜浪人组织之【中日满大同盟】。

丙、东路剿匪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第四师冷欣连日与红军第七军团萧劲光及第一、第三等军

团激战，攻占福建泰宁、新桥。

３﹐２８（二，一四）

甲、考试院长戴传贤自南京赴西北视察。

乙、内政部长黄绍竑自南京赴北平（中央拟命其经营新疆，五月曾到兰州布置，寻奉命停止，

恐刺激苏俄）。

丙、孙魁元自绥远到太原。

丁、马仲英退至喀什噶尔。

３﹐２９（二，一五）北路剿匪军第六路薛岳部进占善和（时红军主力在广昌泰宁间）。

３﹐３０（二，一六）

甲、汪兆铭否认变更对日政策。

乙、日本增兵古北口。

丙、各庚款会决议创办中央博物馆。

丁、藏军迫近西康巴安。

戊、唐山华新纱厂罢工（４﹐３复工）。

３﹐３１（二，一七）

甲、孙魁元部编遣完毕。

乙、唐山煤矿工潮扩大（日人策动）。

丙、应聘来华之军事顾问德国将领福根豪森抵上海。

４﹐１（二，一八）

甲、刘桂堂匪部因韩复矩军之痛击，自山东南窜。

乙、中国、欧亚两航空公司合并。

４﹐２（二，一九）

甲、外交部向日使抗议日人在平津擅设邮递机关。

乙、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罢工（明日复工）。

丙、潮州织工因减低工资，发生暴动，被击毙二人。

４﹐３（二，二０）

甲、黄郛离北平取道平汉路南下（与蒋中正等商关内外通车等问题）。

乙、刘桂堂匪部攻陷江苏赣榆（明日窜山东临沂）。

４﹐４（二，二一）

甲、中国土耳其友好条约在安哥拉签订（中国代表为驻瑞士公使胡世泽）。

乙、各地庆祝儿童节（今年为【儿童年】）。

４﹐５（二，二二）

甲、黄绍竑自北平到太原，与阎锡山商新疆蒙古问题。

乙、西路剿匪军第一纵队刘建绪部第十五师王东原第十六师彭位仁与红军萧克高咏生师激战

于永新莲花间，互有伤亡。

丙、剿匪军第六路军薛岳部攻占招 。

４﹐６（二，二三）

甲、黄郛到南昌，晤蒋委员长，商华北问题。

乙、蒋委员长电各省市，严禁汉奸招募华工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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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海关征收现银出口税。

４﹐７（二，二四）

甲、唐山开滦工潮因军警高压，已趋缓和。

乙、四川剿匪军第二路田颂尧电告克复南江。

４﹐８（二，二五）

甲、察东日军增加。

乙、【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由【苏维埃法庭】、

【政治保卫局】、【肃反委员会】镇压反革命。

４﹐９（二，二六）

甲、日武官柴山等到北平。

乙、黄绍竑到归绥。

丙、日本军官团深入内蒙调查煽感。

丁、刘桂堂匪部窜扰鲁南。

戊、唐山开滦工潮平息（４﹐６河北省政府制止，限令复工）。

４﹐１０（二，二七）

甲、日军在北平东郊示威演习。

乙、李宗仁自广州到香港，访胡汉民。

丙、美国白银专家罗杰士抵上海。

丁、国联技术专员拉西曼离华返欧。

戊、沪粤线航机失事。

己、北路剿匪军第三路陈诚部第三纵队樊崧甫（辖二师）进攻广昌，与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

第九军团罗炳辉开始激战。

庚、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号召民族革命战争，在反

帝统一战线之下，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共同联合，对日绝交作战，停止进攻【苏

区】，反对国民党。

４﹐１１（二，二八）

甲、汪兆铭到南昌，与蒋委员长、黄郛商华北问题。

乙、苏俄塔斯社消息，苏俄红军进抵新疆巴楚，马仲英部瓦解。

丙、江西剿匪军第三纵队第六师周嵒部在南丰西南之罗家堡附近失利。

４﹐１２（二，二九）

甲、中英庚款董事会通过导淮借款案。

乙、戴传贤自西安飞抵兰州。

丙、罗杰士到南京，晤财长孔祥熙。

丁、蔡廷锴自香港赴欧洲。

戊、公布币制研究委员会章程。

４﹐１３（二，三０）

甲、北宁铁路各站日军增加，华北形势紧张（强请通车通邮）。

乙、财政部设立币制研究会。

４﹐１４（三，一）

甲、派朱家骅为管理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

乙、汪兆铭自南昌回抵南京（南昌会谈，决定在不承认满洲国之范围内，与东北通车、通邮、

设关）。

丙、江西剿匪军第五纵队第六十七师傅仲芳攻占广昌甘竹市。

４﹐１５（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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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南京举行重要会议，讨论对日外交。

乙、黄郛自南昌过京赴上海。

丙、戴传贤自兰州飞抵西宁。

４﹐１６（三，三）

甲、四川剿匪军第五路唐式遵攻占通江牛盘寨、千秋垩（川军与红军剧战，双方伤亡均大）。

乙、黄绍竑自绥远返北平（新疆之行作罢）。

丙、天津市党部书记长黄绍文被刺死。

４﹐１７（三，四）

甲、日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声明，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乃日本之使命，中国如利用他国

排斥日本，惟有加以排击；各国如对中国采共同行动，纵令为财政援助，或技术援助，日本

亦表示反对；最近对华售卖军用飞机，教授飞行术，派遣军事教育顾问，或政治借款，扰乱

东亚和平，日本不得不加反对（反对各国对中国之任何援助，视中国如保护国）。

乙、日使有吉明在上海晤黄郛（是日汪兆铭电黄，主从速进行东北通车问题，４﹐１９黄覆

电主缓）。

丙、盛世才在迪化召开新疆全省各民族代表大会，宣布其【八大宣言】与【六大政策】（反

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

４﹐１８（三，五）

甲、英美舆论抨击４﹐１７日本声明（明日，苏俄、意大利、德国、法国报纸亦加以抨击，

英美继续主持正论，有主对日制裁者）。

乙、汪兆铭向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表示暂不谈东北问题，以促进中日友好。

丙、日使有吉明到南京，谒汪兆铭。

丁、中央政治会议修改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组织大纲。

戊、实业部长陈公博离上海赴南洋考察。

己、红军罗炳辉攻占福建永安。

庚、南路剿匪军（粤军）第三军李扬敬开始进攻江西筠门岭，空军助之。

４﹐１９（三，六）

甲、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不承认某一国家在任何地方独负有维持和平责任。中国有提倡国际

合作之义务，无中伤他国，及扰乱东亚和平之念。他国对中国茍无野心，对于中国与他国合

作力谋建设及安全之政策，不必过虑。中日间之真正永久和平，须建设于善意与互相谅解之

基础上，并应纠正现有不平之事态。

乙、唐山日本守备队演习。

４﹐２０（三，七）

甲、日外务省解释其４﹐１７声明，谓不怀干涉中国独立之意，惟中国之统一与繁荣，不可

由自私之列强越俎代谋，日本无意背离开放门户与均等机会政策，或侵犯现有条约。

乙、汪兆铭在立法院报告对日外交及北宁铁路通车问题。

丙、日军在滦东架设电话线。

４﹐２１（三，八）

甲、驻美之日使斋藤宣称，日本发表其对华政策声明，系由于美国之棉麦借款及以飞机售与

中国。

乙、外交部发言人否认我默认日本声明书之流言。

丙、黄郛电殷同要求日本取消塘沽协议，否则应善意互守。东北通邮可商，拒绝联航（殷同

时在上海，即将赴日）。

丁、汪兆铭到上海，黄郛自上海到杭州。

戊、北路剿匪军第三纵队樊崧甫，第五纵队罗卓英败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攻占广昌附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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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堡及长生桥。

己、南路剿匪军（第三军李扬敬部第一师李振球、第七师黄延桢、第八师黄质文会合空军攻

占江西筠门岭。红军中央警卫师彭雄伤亡二千余，剿匪军伤亡八百余）。

４﹐２２（三，九）

甲、江西剿匪军第六路薛岳部迫近龙岗。

乙、江西剿匪军第八纵队周浑元、第九十六师萧致平攻占广昌云际寨。

丙、刘桂堂匪部在鲁南被击溃。

４﹐２３（三，一０）

甲、日外相广田弘毅发表谈话，阐明日本在东亚之特殊地位、责任及利益，对蔑视此种事实，

离间中日，毁损东亚大局和平，如列国之对华援助，不得不排击之。

乙、英国照会日本，质询其声明真相，并声明维护九国公约，不容任何国家破坏。

丙、蒋委员长在江西抚州扩大纪念周讲话，以振作精神，恢复信心与礼义廉耻，身体力行相

勉，十年后可将日人逐出东北，收复朝鲜台湾。

丁、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绥远百灵庙成立，到云王、德王。

戊、宋子文离南京赴西北视察。

己、西藏欢迎班禅返藏之代表安钦活佛等抵上海。

庚、剿匪军飞机一架，在广昌失事，飞行员谢良、陈伟略死之。

４﹐２４（三，一一）

甲、日本驻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外交部解释４﹐１７之声明，日本不阻碍或加害中国独立

或利益，对外国在华利益亦无加害之意，但外国如以共同之力临诸东亚，且取有违背东亚之

秩序及和平之行动时，日本惟有极端反对。

乙、驻日公使蒋作宾访广田。

丙、南路剿匪军第三军李扬敬肃清江西筠门岭以南，红军退会昌。

４﹐２５（三，一二）

甲、外交部发言人第二次声明，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国格，不容任何国家稍予损害，中国与他

国或国联之关系，不容任何国家稍加干涉；动摇门户开放之责在日本而不在中国；中国对内

努力肃清匪患及生产建设工作，不容他国干涉；对外致力国际安全保障及国联盟约九国公约

维护，端赖有关系国合作。

乙、东京英大使林德莱访广田，质询日本对于九国公约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态度，声明英

国在华权利。

丙、平绥铁路管理局与日本东亚兴业会社订立一千四百万日元借款。

丁、日使有吉明自上海回国。

戊、蒋委员长通令实行国民劳动。

己、山东主席韩复矩电告刘桂堂匪部剿平。

４﹐２６（三，一三）

甲、蒋作宾访广田，解释外交部昨日声明之内容，并请说明四月十七日声明之意旨。广田谓

日将反对不出于好意之对华任何襄助，希望中国于事前商诸日本。

乙、东京美大使格鲁访广田，索取外务省声明之英译文。日再声明如第三国有扰乱东亚和平

及秩序行动，不问其形式或理由如何，断然反对之。

丙、苏俄与伪【满洲国】之中东铁路收售交涉在东京重开，伪【

满】出价一万万日元（苏方让至二万万）。

丁、宋子文在西安演讲建设西北问题（宋系昨日到西安）。

戊、戴传贤自西北回南京。

己、黄慕松自南京飞四川转赴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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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班禅到杭州（主持时轮金刚法会）。

４﹐２７（三，一四）

甲、胡汉民发表为远东问题告友邦书。

乙、立法院开秘密会议，讨论对日外交。

丙、孔祥熙到南昌，商剿匪军费。

４﹐２８（三，一五）

甲、日外相广田宣告四月十七日之声明，并不正式存在，日本之远东政策以四月二十日之声

明为准。

乙、北路剿匪军（左翼）第三路陈诚第五纵队罗卓英、第八纵队周浑元、第三纵队樊崧甫经

两日剧战，攻占广昌（是役红军战死者四千余，国军亦伤亡二千余，此役红军取守势）。

丙、国民政府明令国立大学校长不得兼职。

４﹐２９（三，一六）

甲、美对日致备忘录，谓美国对华关系，有条约规定，非经合法手续，不得修正或废止。任

何一国未经关系国之同意，不得一意独断而涉及他国之正当权利义务（驳天羽声明）。

乙、澳洲副总理蓝山率友谊代表团到南京。

丙、宋子文在陕西视察泾惠渠。

４﹐３０（三，一七）

甲、东京英大使林德莱向广田探询天羽声明性质。

乙、美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盼日本尊重美国权益。

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婚姻法】。

５﹐１（三，一八）北路剿匪军（右翼）第六路薛岳部第九十九师郭思演克复永丰兴国间之

龙岗（胜利）。

５﹐２（三，一九）

甲、宋子文自西安飞抵兰州。

乙、日本要求中国整理旧借款。

丙、天津谣言大炽，传日人策动汉奸暴动。

５﹐３（三，二０）

甲、美使约翰逊晤汪兆铭。

乙、巴黎日使佐藤向法国外交部长说明对华政策，谓第三国欲利用中国问题，实行有利该国

之政策，日本不能承认（法国答复关于中国问题，必须根据九国公约，始能得公平及满意解

决）。

丙、宋庆龄、马相伯、胡汉民、何香凝、李杜、翁照垣等一千七百余人在上海发表【中国民

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对日作战宣言】（一作４﹐２０）。

５﹐４（三，二一）立法院通过外交建议案。

５﹐６（三，二三）

甲、日军在天津南开八里台擅筑飞机场。

乙、红军徐向前部攻占陕西镇巴。

５﹐７（三，二四）

甲、行政院决议任马衡为故宫博物院理事长。

乙、伪【满洲国】设置警察所于九门口。

丙、北宁路局长殷同晤日外相广田弘毅，商取消塘沽协议。

５﹐８（三，二五）

甲、外交部抗议日本在天津八里台擅筑飞机场。

乙、四川剿匪军下总攻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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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藏军进犯，西康战事又起。

５﹐９（三，二六）

甲、日机又飞河北南部侦察。

乙、宋子文由兰州飞抵西宁。

５﹐１０（三，二七）

甲、俞飞鹏、徐庭瑶率领之军事交通考察团离上海赴欧洲。

乙、国联技术合作专员拉西曼报告书发表。

丙、东路剿匪军第九纵队刘和鼎部第五十二师卢兴邦、第八十师陈琪攻占福建永安。

５﹐１１（三，二八）

甲、日军屠杀吉林伊兰人民，强夺农田。

乙、日本强筑天津八里台飞机场。

丙、东路剿匪军第十师李默庵力败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于福建建宁江家店，红军伤亡数千（５

﹐１３红军退出建宁）。

５﹐１２（三，二九）

甲、黄郛自莫干山到上海。

乙、黄绍竑到南昌谒蒋委员长，商新疆问题。

丙、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剌开幕（事前日本力谋使伪满洲国参加，不果）。

丁、中共中央号召各级党部，于三个月内扩大红军五万人。

５﹐１３（四，一）行政院通令自七月一日起实施户籍法。

５﹐１４（四，二）

甲、国际顾问委员会声明坚守不承认伪【满洲国】原则。

乙、教皇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觐见林主席。

５﹐１５（四，三）

甲、河北滦榆区行政专员陶尚铭，北宁铁路局长殷同在榆关与日方密商关内外通车问题。

乙、行政院决议任命王星拱为武汉大学校长。

丙、宋子文飞抵宁夏（５﹐１７飞西安）。

丁、交通部长朱家骅及汪兆铭分电出席国联会议代表顾维钧，盼在不承认伪满原则下解决关

内外通邮问题。

５﹐１６（四，四）

甲、英使贾德干飞抵南昌，晤蒋委员长。

乙、东路剿匪军汤恩伯纵队第八十八师孙元良及北路纵队周浑元攻占福建建宁。

丙、国联顾问委员会决定伪【满洲国】通邮原则。

５﹐１７（四，五）

甲、国联技术合作委员会通过拉西曼报告书。

乙、川康总指挥部代表德格县长姜郁文与西藏代表觉吉向让订立康藏和解协议，双方军队退

回原防，大金（达结）寺纠纷解决。

５﹐１８（四，六）

甲、宋子文自西北飞返上海。

乙、中央常会推居正、陈立夫指导华北党务。

丙、日外相广田劝苏俄大使优列尼夫对中东路售价再作让步。

５﹐１９（四，七）

甲、南美萨尔瓦多承认伪【满洲国】。

乙、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向国务卿赫尔建议，划分日美在太平洋势力范围，被拒。

丙、河北蓟县日军撤退。



- 986 -

丁、天津日人组织秘密服务团，分赴内蒙新疆。

５﹐２０（四，八）

甲、蒋委员长颁布禁绝鸦片规程。

乙、冯玉祥自泰山经济南到烟台（５﹐３０又回泰安）。

丙、上海烟台大沽水线收回。

丁、第十届远东运动会闭幕。

戊、东路剿匪军第四纵队第九师李延年、第三师李玉堂克福建连城（空军助战），红军第七

军团退长汀。

５﹐２１（四，九）

甲、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开幕。

乙、致祭达赖专使黄慕松抵康定。

丙、日本菲律宾代表非法解散远东体育协会，另行成立东亚业余体育协会（日菲主修改大会

章程，意在使伪【满】参加，中国反对）。

５﹐２２（四，一０）

甲、江西剿匪军收复横峰。

乙、班禅自杭州到上海。

５﹐２３（四，一一）

甲、外交部电请国际联盟制裁萨尔瓦多。

乙、教育部公布建国奖学条例。

丙、日使有吉明离日回任。

５﹐２４（四，一二）

甲、财政会议通过废除苛捐杂税案。

乙、长城各口日军增加。

丙、长崎中国学生叶木花被日本学生刺杀（７﹐２０凶手判二年以上七年以下苦役）。

５﹐２５（四，一三）

甲、财政会议通过土地陈报案。

乙、鄂豫皖三省边区剿匪会议在武昌举行。

丙、滦县保卫团丁三名遭日军拘捕拷掠。

丁、苏俄对中东路售价再减一千万日元（即索价一万九千万日元）。

５﹐２６（四，一四）

甲、天津日人阻挠海关检查日船。

乙、经济学家马寅初向财政会议提议，严禁有奖储蓄。

５﹐２７（四，一五）

甲、全国财政会议闭幕。

乙、日本增兵山海关。

丙、西路剿匪军第三纵队刘膺古大败红军第十六师高咏生于江西修水，俘团长二人。

５﹐２８（四，一六）

甲、湖南省主席何键、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到南昌。

乙、日外相广田通告英美，修正４﹐１７之天羽声明。

丙、日本阪西中将到北平，进行汇业银行复业事（王揖唐亦到东京活动）。

５﹐２９（四，一七）

甲、国民政府重申禁令，非经中央政治会议核准，不得擅借外债（为新疆事）。

乙、北宁路局局长殷同与日武官柴山开始谈判平渖通车问题。

丙、日阪西中将在北平访问何应钦、王克敏，商汇业银行复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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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派陈体诚、沈怡为出席国际道路会议代表。

５﹐３０（四，一八）

甲、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以王揖唐赴日图谋不轨，请中央查缉。

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关内外通车办法。

丙、日使有吉明回抵上海。

丁、前任西藏陆军总司令龙夏在拉萨被暗杀（龙夏及青年军人反对班禅回藏）。

戊、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卒，年八十八岁。

５﹐３１（四，一九）

甲、黄郛与外交次长唐有壬商对日外交。

乙、中央常会决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

丙、红军第二军团贺龙占四川彭江（寻入黄州）

。

６﹐１（四，二０）

甲、汪兆铭谈话，对日外交方案无变更，东北通车通邮问题尚未决定。

乙、蒋委员长在南昌召开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八省保安会议

（６﹐３闭幕）。

丙、东路剿匪军克福建连城。

丁、浙江江山至福建浦城之公路通车。

戊、中日无线电正式通报。

己、本日起，邮电实行合并。

庚、辽宁自卫军总司令邓铁梅被日军拘捕。

６﹐２（四，二一）

甲、行政院决议整理外债（对日旧债）。

乙、中国建设银公司在上海成立，宋子文、孔祥熙等为董事。

６﹐３（四，二二）何键自南昌抵武汉，与张学良、何成浚商剿匪善后。

６﹐４（四，二三）

甲、红军第二军团贺龙占贵州婺川。

乙、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矩到京，晤行政院长汪兆铭。

６﹐５（四，二四）奉天日本国际观光局开始发售北宁路联运票。

６﹐６（四，二五）

甲、南满铁道会社派员到山海关，筹备北平沈阳通车事宜。

乙、外交次长唐有壬谈，平渖通车问题确未解决。

丙、黄郛向日使有吉明要求以撤退非战地区内之日军为通车通邮之先决条件（日军屯驻地共

十一处）。

丁、日本天皇之弟秩父宫雍仁到长春，赠溥仪以大勋位。

６﹐７（四，二六）

甲、日使有吉明自上海到南京，晤汪兆铭，希望中日提携（６﹐９回沪）。

乙、蒋委员长代表蒋伯诚到广州，与陈济棠等商剿匪军事。内政部长黄绍竑亦离上海南下。

丙、韩复矩到南昌，谒蒋委员长。

６﹐８（四，二七）

甲、南京日本副领事藏本英明于晚间出走，登紫金山，拟自杀（

【藏本失踪】案发生）。

乙、国民政府令废除苛捐杂税，各省市政府对于田赋永远不准再加附税，并永远不准再立不

合法之税捐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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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江西剿匪军薛岳部第九十九师之一部在龙岗附近之杨公山为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所败。

６﹐９（四，二八）

甲、日本驻京总领事馆以藏本失踪事，通知外交部（军警即日开始搜查，极为紧张）。

乙、日军官在承德会议。

丙、江西红军西趋，蒋委员长命第八纵队指挥官周浑元、万耀煌督率第五、第八、第十三、

第九十六、第九十七师集中宜黄，准备堵截（６﹐１３又命进向泰和）。

６﹐？（四，？）中共中央会议，准备红军突围。

６﹐１０（四，二九）

甲、行政院核准长城各口（河北与热河辽宁间）

设卡。

乙、外交次长唐有壬、徐谟赴南昌谒蒋委员长。

６﹐１１（四，三０）

甲、日外相广田训令南京日总领事须磨，如南京政府无调查藏本事件真相之能力，日本政府

不得不为保护公使馆员生命财产之安全，作重大考虑，命即要求迅速解决该案，设有怠忽，

则将提重大抗议。

乙、首都警察厅、宪兵司令部为藏本事件举行检查户口，四出侦查并悬赏万元。外交部亚洲

司长沈觐鼎访日本领事须磨，劝日方镇静，勿过事张皇（下关日本军舰已作准备，南京人心

不安）。

丙、黄绍竑访胡汉民于香港（黄于昨日到港）。

丁、实业部长陈公博自南洋回抵上海。

戊、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召开全国民运工作讨论会（６﹐１５闭会）。

己、新疆省军进入阿克苏。

６﹐１２（五，一）

甲、日外相广田训令须磨通知国民政府如因藏本案处理失当，发生不测事件时，其责任由中

国负之。

乙、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悬赏访查藏本。外交部再派员通知日使馆，面达政府对此事之

重视，务请持镇静态度。下午日本总领事须磨及日使馆参赞有野，访汪兆铭，要求严饬澈查。

丙、行政院为藏本失踪事，严令首都警察厅、警备司令部加紧侦察，并令饬属切实保护驻京

外交官吏及外侨（是日情形最紧张，日舰续到南京）。

丁、林主席离南京，赴九江牯岭避暑。

戊、外交部照会俄使，地方借款非经中央核准，一概无效。

己、韩复矩自南昌到汉口，晤张学良（６﹐１７回济南）。

庚、四川剿匪军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从云（即刘老师，为一术士，乃刘湘之高等顾问），

自成都到顺庆就职。

辛、行政院公布救济江浙蚕丝根本办法。

６﹐１３（五，二）

甲、失踪之南京日本副领事藏本在紫金山明孝陵寻获（自云于八日夜半登山裸卧，以待野兽

来食）。

乙、蒋委员长自南昌到庐山，晤林主席。

丙、黄慕松行抵西康甘孜。

丁、红军第十六师长高咏生在江西修水被俘。

６﹐１４（五，三）

甲、驻京日领事须磨等为藏本寻获，分访汪兆铭等致谢。

乙、国府通令各机关推行新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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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江西剿匪军攻克兴国宁都间之述坑洞。

丁、南天门伪警全部撤退。

戊、冀东日军包围昌黎县署索烟赌罚款。

己、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会于威尼斯。

６﹐１５（五，四）

甲、蒋委员长自江西回抵南京，即参加中央军官学校举行之追悼先烈纪念会。

乙、黄绍竑抵广州商洽时局。

丙、日本副领事藏本离南京返国。

丁、北平美国教士殷格兰在西山被盗匪击毙。

６﹐１６（五，五）

甲、中央军官学校举行十周年纪念大会，蒋委员长亲自主持，勉该校学生负起第二期革命任

务。

乙、川北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陷城口。

丙、中央西北农业调查团到兰州（中美合组）。

６﹐１７（五，六）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到京谒蒋委员长。

６﹐１８（五，七）

甲、湖南省政府主席兼西路剿匪军总司令何键离长沙赴粤，奉蒋委员长命，与两粤洽商。

乙、汪兆铭演讲，矫正【民主】与【摩登】误解。

丙、留日华侨十六人被逐，押送回国。

丁、太古公司【顺天】轮船在山东洋面被海盗洗劫，中外乘客二十四人被掳。

戊、丁文江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６﹐１９（五，八）

甲、北宁路局长殷同与日武官柴山商定平渖通车细则。

乙、行政院决议，自七月起废除不合法捐税。

丙、欧亚航空公司上海兰州宁夏线开航。

丁、川北红军张国焘、徐向前退出通江（向城口、万源集中）。

６﹐２０（五，九）

甲、财政部通令出口新税则于明日起施行。

乙、江西剿匪军进攻赣东红军方志敏、邵式平之万源根据地，占领常埠。

丙、宋庆龄、何香凝等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纲领】，及

【对日作战宣言】。

６﹐２１（五，一０）

甲、何键、白崇禧分自湖南广西抵广州（商赣南剿匪事）。

乙、四川剿匪军第五路收复通江（时刘从云甫下总攻令）。

丙、顺天轮被掳之英、日人出险。

６﹐２２（五，一一）

甲、何键、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蒋伯诚、薛岳在广州举行剿匪军事会议（何并晤萧佛

成等）。

乙、四川前方军事委员长刘从云开始下令总攻（第四次）。

丙、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变更西北建设事业进行计划（宋子文提，分水利、公路、畜牧、农

村合作）。

丁、新绥第一次长途汽车自迪化返抵绥远。

戊、立法院通过储蓄银行法，取缔有奖储蓄。

６﹐２３（五，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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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委员长通令各省，限六年内禁绝鸦片。

乙、西安、兰州公路开工。

丙、日外相广田再向苏俄调解中东路售价。

６﹐２４（五，一三）

甲、财政部长孔祥熙到北平，视察华北财政。

乙、日军在台湾北部举行特种演习（６﹐２９完毕）。

６﹐２５（五，一四）

甲、国府令各省市，将一切不合法捐税，统自本年七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底废除。

乙、广州西南执行部及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何键列席。

丙、黄郛自上海赴杭州（汪兆铭今日曾到上海，促黄北返）。

丁、江西剿匪军克赣东双溪口。

戊、调张歆海为驻波兰公使，李锦纶为驻葡萄牙公使。

６﹐２６（五，一五）

甲、日使有吉到京，晤蒋委员长及汪兆铭，申述对我修正进口关税意见（６﹐２７回沪）。

乙、蒋委员长飞抵杭州，晤黄郛，商对日问题。

丙、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６﹐２７（五，一六）蒋委员长到奉化。

６﹐２８（五，一七）

甲、平渖通车方案由北宁铁路管理局公告，自七月一日起实行（

此事关东军年来一再压迫我诺允，由东方旅行社经理）。

乙、日军在大黑河突作大规模演习。

丙、苏俄对中东路交涉再让步，售价减为一万七千万日元。

丁、凡尔赛和约签字十五周年纪念，全德半旗志哀。

６﹐２９（五，一八）

甲、东方旅行社在榆关成立。

乙、何键到香港访胡汉民，即北上。

丙、孔祥熙自北平抵太原。

丁、监察院弹劾铁道部长顾孟余。

戊、江西剿匪军攻毁上乐山地之红军根据地。

６﹐３０（五，一九）

甲、公布海关进口新税则（棉布、纸类、海味等均减低，日本表示满意）。

乙、班禅自上海抵南京。

丙、德国希特勒清党，重要领袖十余人处死刑。

６﹐（底）鄂豫皖红军第二十五军败东北军第一百一十五师于鄂东长岭冈。

７﹐１（五，二０）

甲、新生活运动总会在南昌成立（以规矩、清洁为第一期中心工作）。

乙、平渖实行通车，东行车在塘沽东之茶淀站被炸，死伤十余人。

丙、铁道部长顾孟余发表书面谈话，对监察院弹劾案声辩，并诘监察委员刘侯武（为西潼及

正太路事）

。

丁、同蒲铁路太原介休段通车。

戊、【北平各大学民二三毕业生职业运动大同盟】成立。

己、日本在兴安区王爷庙设立之【兴安军官学校】成立，以训练蒙古青年。

庚、【蒙古人民共和国】举行十周年纪念，苏俄派新任土耳其大使、前外交次长、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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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罕代表参加。

７﹐２（五，二一）

甲、汪兆铭在中央纪念周讲演【废除苛捐杂税之意义】。

乙、孙科自上海赴檀香山。

７﹐３（五，二二）

甲、棉织造纸各业以进口新税则减低，有利日货倾销，要求收回成命。

乙、剿匪军第五纵队罗卓英开始进攻石城，占领头陂。

７﹐４（五，二三）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民国二十三年总概算，共七万七千七百三十余万元（军费较上年减少

一万万元，建设费增一千一百余万元）。

乙、中国建设银公司开始营业。

丙、日本冈田启介组阁。

丁、庐山陆军军官训练团开学。

７﹐５（五，二四）

甲、蒋委员长自奉化抵南京。

乙、上海商会电京反对海关进口新税则。

７﹐６（五，二五）

甲、何键到南京，谒蒋委员长，报告赴粤商洽经过。

乙、班禅晤蒋委员长及汪兆铭，商回藏事。

丙、蒋中正、汪兆铭联电促黄郛北归。

７﹐７（五，二六）

甲、西路剿匪军败红军萧克于安福、永新间。

乙、顾维钧自法国抵上海（王宠惠同行，到香港暂停）。

７﹐８（五，二七）

甲、蒋委员长自南京到庐山。

乙、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抵南京。

丙、平渖通车，关内段随车日军撤退。

丁、全国矿业地质展览会在天津开幕。

戊、日本冈田启介内阁成立，广田弘毅续任外务大臣。

７﹐９（五，二八）

甲、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７﹐２５毕业），蒋委员长讲【做人的根本大道】。

乙、剿匪军罗卓英纵队第十四师霍揆彰、第十一师黄维力破红军林彪、彭德怀于广昌天府山，

双方伤亡均重。

丙、立法院公布宪法草案修正案。

丁、孔祥熙自太原到河边村访阎锡山。

７﹐１０（五，二九）

甲、马仲英在南疆战败，接受喀什噶尔俄领事劝告，走入俄境（

民国二十八年春，马仲英在俄被害）。

乙、行政院决议于开罗设领事馆。

丙、剿匪军汤恩伯纵队第八十九师王仲廉攻占江西广昌白水。

７﹐？（五，？）三民主义力行社扩大为复兴社。

７﹐１１（五，三０）

甲、中央政治会议补订关于弹劾案件办法三条：一、限制公布弹劾案内容，二、中政会有权

复核惩戒决议，三、重要文件须经中政会核定（为顾孟余案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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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传汪兆铭拟辞职）。

乙、北宁路局长殷同到京，谒汪兆铭。

丙、四川剿匪军前方委员长刘从云再下总攻令（一路攻两河口，二三路攻通江之汉城，四路

攻竹峪关，五六路攻万源，均无进展）。

丁、孔祥熙飞抵西安（明日回京）。

７﹐１２（六，一）

甲、何键何成浚到庐山。

乙、殷同到莫干山，晤黄郛。

丙、顾维钧与汪兆铭谈外交。

丁、孙科到檀香山。

戊、英日新商约签字（即日印商约）。

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

庚、江南奇热，达一百零四度，旱灾严重。

７﹐１３（六，二）

甲、外交次长唐有壬赴莫干山访黄郛。

乙、黄慕松行抵昌都。

７﹐１４（六，三）

甲、白崇禧、黄绍竑访胡汉民于香港（明日黄北返，白回广州）。

乙、班禅自南京到北平。

丙、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半农）卒，年四十四岁（１８９０﹐７﹐１３生。上月赴绥远调查

方言，染热症）。

７﹐１５（六，四）

甲、铁道部长顾孟余辞职离京（经上海赴北平）

。

乙、新疆盛世才向迪化苏俄领事要求引渡马仲英，被拒。

丙、闽南红军自清流西退。

丁、赣东北苏区主席方志敏、红军第十七军团刘畴西、第十军团寻淮洲之【红军北上抗日先

遣队】发表宣言。

７﹐１６（六，五）

甲、汪兆铭在上海发表关于弹劾权问题书面谈话。

乙、唐有壬自莫干山返京，雷寿荣到莫干山访黄郛。

丙、盛世才电南京，报告与苏俄接洽借款。

７﹐１７（六，六）

甲、行政院讨论江南旱灾救济问题。

乙、军事交通考察团徐庭瑶、俞飞鹏到柏林。

丙、段祺瑞自上海赴庐山。

７﹐１８（六，七）

甲、监察院委员发表声明，驳汪兆铭前日谈话。

乙、滦榆区行政专员陶尚铭出关，与日方接洽战区问题。

丙、日本在台湾召开华南领事会议。

７﹐１９（六，八）

甲、汪兆铭再发表谈话，警告监察委员，须听从党的指挥监督。

乙、国府令禁盐斤附加税。

丙、殷同自莫干山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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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下午六时，太原地震一分钟。

戊、国家社会党蒋匀田在浦口被捕。

７﹐２０（六，九）

甲、唐有壬、殷同、李择一及日使馆参赞有野会于上海，谈华北问题。

乙、台湾举行之华南领事会议闭幕。

丙、最高法院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减处徒刑八年（依优待政治犯办法，执行三分之一）。

丁、于右任自上海电劝全体监察委员对弹劾法案勿随意发言。

戊、红军彭德怀占福建大田（７﹐２３退走）。

己、日本冈田内阁发表十项政策。

７﹐２１（六，一０）

甲、日本外务省声明以根绝战区排日运动、保持中日【满】关系，为废弃塘沽协议条件。

乙、日本关东军要求天津各国驻军不得自由在伪【满】国境附近（山海关）演习（英军拒绝）。

丙、北宁路局长殷同自上海赴大连。

丁、王克敏到浙江莫干山，与黄郛商华北问题。

戊、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结束。

己、行政院决定防旱及救济办法。

庚、豫鄂皖赣闽五省政府实行合署办公。

辛、剿匪军汤恩伯纵队第四师冷欣、第八十九师王仲廉攻占广昌大寨脑。

７﹐２２（六，一一）

甲、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代理主席李溶电京，谓变乱已平，请中央接济一千四百万元（时

盛军分由迪化、伊犁、焉耆三路趋南疆，和阗王已取消独立）。

乙、四川剿匪军进攻万源（守军为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许世友）。

丙、红军第二军团贺龙、关向应（政治委员）在贵州沿河铅厂坝成立黔东特区军事委员会。

丁、美白银专家罗杰士到东京（７﹐２９回上海）。

戊、中共及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向农民借谷六十万担。

７﹐２３（六，一二）

甲、殷同与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第二课长喜多诚一、日使馆武官柴山兼四郎在大连

会议战区悬案，殷同陈述黄郛苦衷，要求关东军依宽大措置，解决华北各问题。

乙、华北农业合作会成立。

丙、天津市政府要求日方停筑机场，无结果。

丁、日外相广田向俄【满】提出中东路出售问题之最后调停案，售价改为一万二千万日元。

戊、四川剿匪军再度总攻万源，仍无进展。

己、南京民生报社长成舍我被拘（９﹐１释放）

。

７﹐２４（六，一三）

甲、中日大连第二次会议，殷同提议废弃塘沽停战协议，日方不允（须俟政治协议成立），

惟取缔战区浪人、整理李际春石友三部队、日伪军撤退、新编保安队之开入、接收马兰峪东

陵、整理察东区域、取缔大东公司，均已获得解决。

乙、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蒋委员长讲【御侮图存之要诀】。当日返南昌，张学良返

武昌。

７﹐２５（六，一四）

甲、殷同电京，报告大连会议情形。

乙、东路剿匪军与红军激战于汀州以东。

丙、前红军湘鄂赣军区总指挥第十六军长孔荷宠向驻泰和之剿匪军第七纵队周浑元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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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维也纳国社党暴动，奥总理遇害。

７﹐２６（六，一五）

甲、监察院监察委员，请于右任返京，力争监察权。

乙、国防会议在庐山举行。

丙、江西红军第六军团萧克（第十七、第十八师）自永新莲花退高家山，西路剿匪军彭位仁、

王东原两师自永新追击。

丁、美总统罗斯福到檀香山视察。

７﹐２７（六，一六）

甲、孙科晤罗斯福于檀香山。

乙、殷同自大连抵上海，即赴莫干山谒黄郛，报告大连会议经过。

丙、贵州王家烈与犹国才会晤于关岭（陈济棠、李宗仁促成）。

７﹐２８（六，一七）

甲、外交部令驻俄大使要求苏俄抄送与新疆所订草约，在未得中央许可前，勿与新疆订立合

同。

乙、中英广九铁路新约签字。

丙、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到南昌谒蒋委员长。

７﹐２９（六，一八）

甲、外交次长唐有壬到莫干山，晤黄郛、殷同。

乙、芜湖宣城段铁路完成。

丙、行政院禁江浙各省设坛求雨。

７﹐３０（六，一九）

甲、汪兆铭发表谈话，谓战区枝节问题已获相当解决。

乙、红军彭德怀再占福建大田，并攻占尤溪。

丙、苏俄将中东路售价减为一万六千万日元。

７﹐３１（六，二０）

甲、红军彭德怀、罗炳辉袭占福建水口、白沙，省垣震动。

乙、唐有壬自莫干山返京，向中央报告晤黄郛经过。

丙、行政院决议，准贵州主席王家烈辞民政厅长兼职，以犹国才继任（犹不就，妥协不成）。

丁、迪化电南疆戡定，盛世才委马绍武为喀什区行政长，刘斌为警备司令。

８﹐１（六，二一）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中央银行原则。

乙、红军沿闽江前进，福州震动。

８﹐２（六，二二）

甲、庐山军官训练团本年度第二期开始。

乙、中英庚款董事会决议，拨借粤汉铁路料款二十万镑。

丙、土地委员会成立。

丁、榆关日军演习，流弹击毙英兵。

戊、德国总统兴登堡卒，希特勒摄行总统职权，号为【领袖】。

８﹐３（六，二三）

甲、东路剿匪军总司令蒋鼎文自厦门飞抵福州布防，英美军舰泊闽江口外。

乙、【湘赣苏区】红军第六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任弼时、第十六军长王震，自江西遂川永

新西南走（红军西趋之前队，约七千人）（８﹐８？）。

丙、黄绍竑到庐山，向蒋委员长报告粤行经过。

丁、中东铁路日军火车颠覆（最近一星期内列车出轨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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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六，二四）

甲、东路剿匪军败红军彭德怀于福建闽清。

乙、塘沽日军演习巷战，交通断绝。

丙、长城各口设卡办事处在北平成立。

丁、李择一（代表黄郛）自上海赴日本。

戊、开发西北协会在张家口举行年会。

己、胶济铁路客货车互撞。

８﹐５（六，二五）

甲、东路剿匪军收复福建水口。

乙、北路剿匪军汤恩伯纵队（三个师）、樊崧甫纵队（三个师）开始向广昌石城间之贯桥、

中司、驿前进攻，空军助之。

丙、四川剿匪军第五路第三次进攻万源，仍不利。

丁、蓟密区行政专员殷汝耕发表长城各口设卡缉私谈话。

８﹐６（六，二六）

甲、胡汉民在香港谈话，否认出洋，指责南京，反对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乙、闽北红军自水口、谷口、古田退尤溪、永安。

丙、蒋委员长电令苏浙各省防旱灾。

８﹐７（六，二七）

甲、日人在唐山贩毒，华人因吸食致死者两日内达八百余。

乙、殷同携黄郛函自莫干山到南京谒汪兆铭。

丙、剿匪军汤恩伯纵队第八十八师孙元良、樊崧甫纵队第六十七师傅仲芳、第十一师黄维，

击破红军第三、第五军团，占领贯桥，红军伤亡三千余人，国军伤亡一千三百余人。

丁、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电京报告，闽江两岸肃清。

戊、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到南岳祈雨。

己、中东路车在哈尔滨倾覆。

８﹐８（六，二八）【湘赣苏区】红军第六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任弼时、第十六军王震（约

七千人）

自江西遂川突围西进（江西红军准备大举西走之开始）

（８﹐３？）。

８﹐９（六，二九）

甲、黄郛自莫干山到南京，发表谈话，对华北不当悲观，致形成心理的放弃。

乙、汪兆铭及海军部长陈绍宽自南京到庐山，与蒋委员长会商。

丙、北路剿匪军第八纵队周浑元部第九十六师萧致平自泰和攻占沙村，空军助战。

丁、监察院长于右任自上海返京。

戊、北平日军演习巷战。

己、美总统罗斯福宣布白银收归国有。

庚、林植勉卒于香港。

８﹐１０（七，一）

甲、黄郛自南京到庐山。

乙、日英法军在秦皇岛演习。

丙、红军第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何畏大破第六路汪铸龙于四川万源青龙关。

丁、中国航空考察团毛邦初等抵罗马，谒墨索里尼。

戊、中国化学会第二届年会在上海举行。

己、苏俄大使与日外相广田再谈中东铁路问题，仍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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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七，二）

甲、北平天津日军大演习。

乙、福州近郊白湖莲花山一带红军，为剿匪之陆军所击退。

丙、四川红军徐向前（第四军）何畏（第九军）

冲击剿匪军第五路唐式遵部。

丁、孔祥熙、张群自南京到庐山。

戊、于右任离南京赴西安。

８﹐１２（七，三）

甲、蒋委员长、汪兆铭、黄郛、孔祥熙、张群、杨永泰、黄绍竑、熊式辉等会于庐山。

乙、宋子文与韩复矩自青岛到济南。

丙、班禅自北平到归绥。

丁、河北长垣贯台黄河决口（沿河被灾五十余县）。

８﹐１３（七，四）

甲、黄郛在庐山对大公报记者说明处境之难。

乙、财政部禁止外国银币入口。

丙、红军第六军团萧克自江西入湖南桂东。

丁、剿匪军第六路薛岳部攻占杨公山，策应进攻兴国之第八纵队周浑元。

戊、苏俄与伪【满】间之收售中东铁路会议再停，伪满外交次长大桥忠一对苏俄大使有所质

询（翌日大桥离东京）。

８﹐１４（七，五）

甲、秦皇岛山海关日军演习。

乙、庐山会谈完毕，汪兆铭下山返南京。

丙、北路剿匪军第六十七师傅仲芳自贯桥进攻大岭格，为红军彭德怀所败，伤亡千余。

丁、剿匪军集中福州附近，局势稳定。

戊、东京俄日【满】中东路交涉又停顿，大桥返长春。

己、伪【满】当局逮捕中东路东段俄籍职员十九人，谓其有阴谋反【满】抗日之嫌疑。

８﹐１５（七，六）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议题（召集国民大会，修改总章，推进党

务，确立施政方针）。

乙、宋子文离济南返上海。

丙、红军第六军团萧克经湖南资兴汝城间之牛口垄西走。

丁、福建剿匪军击退连江罗炳辉部之红军第九军团。

戊、毛泽东令扑杀投敌之中央执行委员前红军湘鄂军区总指挥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孔于去

年十月撤职，今年七月投降国军）。

８﹐１６（七，七）

甲、津海关（实际为长城各口分卡驻平办事处）

布告于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界岭口、义院口设卡征税（时华北日人走私猖獗）。

乙、黄郛再与蒋委员长商谈华北外交。

丙、行政院查办黄河堵口不力之河北省河务局人员。

丁、四川红军徐向前、何畏大破第五路之杨国桢、刘先榆旅于万源宣汉间（第五路损失三分

之一）。

戊、红军萧克部另枝至湖南酃县，进向耒阳。

８﹐１７（七，八）

甲、东路剿匪军收复福建罗源，击走红军之【抗日先遣队】（第九军团）罗炳辉。围攻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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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红军方志敏亦被击退。

乙、四川剿匪军总预备军总指挥潘文华以各路失利，电请刘湘令暂取守势。

丙、班禅到绥远包头。

丁、中土友好条约在日内瓦互换。

８﹐１８（七，九）

甲、上海银行界贝松荪、陈行飞庐山，商白银问题。

乙、滦榆区行政专员陶尚铭与日武官柴山商剿匪问题。

丙、行政院调查苏浙皖赣鄂等旱灾区省份存粮。

丁、白崇禧赴赣南南安视察部队。

戊、红军萧克经湖南郴县西走。

己、苏俄公布中东路售买谈判经过。

８﹐１９（七，一０）

甲、红军萧克、任弼时、王震经湖南桂阳走新田，西路剿匪军第一纵队刘建绪部王东原、彭

位仁师尾追（彭旋被撤职，章亮基任师长）。

乙、福建剿匪军收复连江。

丙、哈尔滨苏俄妇女开始撤退。

丁、上海太乙麦精厂汽锅爆炸，死伤七十余人。

戊、德国公民投票，赞成希特勒为国家领袖。

８﹐２０（七，一一）

甲、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赴庐山商华北外交问题。

乙、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四届年会在济南举行。

８﹐２１（七，一二）

甲、以黄河长垣决口，查办河北河务局长孙庆泽。

乙、红军萧克进至湖南永州，谋渡湘江不果，折入阳明山。

丙、四川剿匪军第五路左翼败退渠县三汇（后退约四百里）。

丁、日外务省公布中东路交涉经过。

８﹐２２（七，一三）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准浙江发行公债二千万元（为救灾之用）。

乙、中国科学社在庐山举行第十九届年会。

丙、苏俄为中东路苏籍职员被捕事，对日政府严重抗议（谓与售路交涉有关）。

８﹐２３（七，一四）

甲、四川剿匪总司令兼善后督办刘湘因军事失利通电辞职，离成都返重庆（前方军事委员长

刘从云亦辞）。

乙、红军萧克、任弼时为西路剿匪军王东原等师所迫，自永州、阳明东南走。

丙、特派叶楚伧赴曲阜祭孔。

丁、中东路苏俄籍职员又有九人被捕。

８﹐２４（七，一五）

甲、行政院召集内政、财政、实业、铁道四部审议粮食管理办法，决先在南京、上海、芜湖、

安庆、南昌、郑州、汉口、长沙设管理库。

乙、江、浙、皖、鄂、豫、赣、闽等省党部电请中央如期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丙、东路剿匪军追击罗炳辉、方志敏于福建福安，克穆洋。

丁、北宁路沿线日军开始大演习。

戊、日外务省及军部发表谈话，驳斥苏俄前日抗议。

８﹐２５（七，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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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毕业，蒋委员长讲【民族战争取胜的要诀】。

乙、王宠惠到庐山，谒蒋委员长。

丙、天津日军演习巷战。

丁、黄慕松抵拉萨，受僧俗官民欢迎。

戊、南路剿匪军（余汉谋部）克复信丰、会昌间之狮子塞。

己、中国银公司与德国沃图乌尔夫公司订立修筑浙赣铁路合同。

庚、中华农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南京举行。

８﹐２６（七，一七）

甲、日海军在渤海湾演习。

乙、军事委员会奉令办理豫鄂皖等十省禁烟事宜。

丙、福建红军攻连城，被击退。

丁、殷同离庐山北返（８﹐２９到北平）。

８﹐２７（七，一八）

甲、驻日公使蒋作宾访日外相广田，否认中俄密约之说，并要求保侨。

乙、日海军在大沽口外举行封锁港口演习。

丙、全国各机关纪念孔子诞辰，国府及各院部代表在曲阜举行隆重典礼。

丁、张学良到庐山。

８﹐２８（七，一九）

甲、英军在山海关附近演习。

乙、北路剿匪军第三路（罗卓英、汤恩伯、樊崧甫纵队）六个师得新增炮兵（炮十二门）及

空军飞机（二十余架）之支持，猛攻驿前大岭格。

丙、四川红军徐向前自通江进击，败剿匪军第三路李家钰、第四路杨森，李、杨退向营山渠

县。

丁、特派王世杰、李锦纶为海牙公断院公断员。

８﹐２９（七，二０）

甲、蒋委员长在庐山接见上海北平银行界领袖。

乙、福建保安队两连在屏南哗变，营长被戕。

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江苏水利建设公债二千万元。

丁、英国实业考察团启程东来。

８﹐３０（七，二一）

甲、颜惠庆、顾维钧应蒋委员长之邀，自青岛抵庐山。

乙、蒋委员长委翁文灏为中福公司经理。

丙、红军萧克、任弼时等合湖南之李宗保自嘉禾抵蓝山，西趋道县。

丁、红军方志敏、罗炳辉自福建福安进占浙江庆元。

戊、天津日军又演习。

己、华侨第一批七百二十名被逐离日。

庚、中国物理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南京举行。

辛、中东路列车在五家站被义勇军袭击，日人死伤二十余名，并有多人被掳。

８﹐３１（七，二二）

甲、北路剿匪军罗卓英等（傅仲芳师）攻占广昌石城间之驿前，大破红军彭德怀等；红军江

西区司令员陈毅、第五师长李天佑受伤，官兵二千余战死，国军伤亡四百余。

乙、东路剿匪军总司令蒋鼎文自漳州进驻龙岩。

丙、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在上海晤宋子文，商开发西北问题。

丁、日本驻苏大使太田访苏外交次长，谈远东日苏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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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七，二三）

甲、陇海路潼关至渭南段通车。

乙、东北拉滨路通车。

丙、全国邮政会议开幕（９﹐３闭幕）。

丁、交通部令东北邮务总局结束。

戊、冀东迁安日鲜浪人鎗击农民，杀伤多人。

己、朝鲜实施取缔华人入境条例（入境华侨须纳进口税日金百元）。

庚、四川绅耆请中央派军入川协剿，并慰留刘湘。

辛、察哈尔省府主席宋哲元偕总参议汤玉麟到北平。

９﹐２（七，二四）

甲、蒋委员长严令剿匪军各路将领于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肃清赤匪。

乙、红军罗炳辉、方志敏（第九、第七军团）退出浙江庆元，西走浦城。

丙、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开始。

丁、林主席及孔祥熙离庐山返京。

戊、班禅抵绥远三公旗。

９﹐３（七，二五）

甲、红军萧克、任弼时、王震自湖南道县经永安闯入广西全县，桂军周祖晃、覃莲芳及湘军

王东原、章亮基等师破之于文市。

乙、红军第七军团方志敏、第十军团刘畴西自赣东乐平经皖南婺源进犯屯溪，为第七师旅长

李文彬所败。

丙、中国驻俄大使馆照会苏俄，新疆借款必须经中央核准，否则无效。

丁、顾维钧、颜惠庆离庐山（返青岛）。

戊、中东路列车又在横道河子颠覆被劫。

己、大公报发表【辟迷信】社论（斥四川之【神仙】刘老师从云，及长沙何键召致之方士术

客）。

９﹐４（七，二六）

甲、蒋委员长电西路剿匪军总司令何键令从速绵密构成碉堡线，坚密守备，防匪西窜。

乙、北路剿匪军第八纵队周浑元部第五师谢溥福、第十三师万耀煌、第九十六师萧致平攻占

兴国高兴圩。

丙、全国电政会议开幕（９﹐６闭幕）。

丁、旅日被逐华侨五十一名到上海（在日财产被扣留）。

戊、苏俄与伪【满洲国】在黑河签订水道改善协议。

己、日外相广田答复苏俄８﹐２２抗议，认俄人与中东路列车被袭击事件有关。

庚、张学良离庐山返汉口。

９﹐５（七，二七）

甲、红军萧克前队抵广西西延（资源）。

乙、黄郛离庐山返上海。

９﹐６（七，二八）

甲、欧亚航空公司在德州所购巨型飞机到上海。

乙、上海邮工怠工（翌日复工）。

９﹐７（七，二九）

甲、刘湘经各方挽留，打销辞意。

乙、红军徐向前等向巴中江口之李家钰、杨森防线猛攻，罗泽洲（第三路副指挥）弃巴中。

丙、红军萧克猛攻广西灌阳（人枪五千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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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白崇禧离广州回桂。

戊、驻义公使刘文岛到庐山谒蒋委员长。

己、孔祥熙谈不禁白银出口。

９﹐８（七，三０）

甲、西南中央委员胡汉民、萧佛成、邓泽如等提出补充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案四项（纠问

军政当局责任；整饬政治风纪，严惩一切淆乱社会危害党国案；确立外交方针；确定最低限

度生产计划）。

乙、黄郛在上海与李择一晤谈，并访日使有吉明、武官铃木，说明对华北问题态度。

丙、交通部长朱家骅电告黄郛，派邮政总局主任秘书高宗武等与日方商谈关内外通邮问题。

丁、比国专使祥生觐见林主席（比专使于八月二十七日到沪，曾北游洛阳平津）。

９﹐９（八，一）

甲、财政部取缔标金外汇投机，命银行公会及交易所监理会自令到之日起，一律暂停交易。

乙、四川红军徐向前转兵进攻第二路田颂尧部，李炜如师溃走。

丙、红军萧克自广西抵湖南城步贺家寨，为第十九师李觉所阻，西走龙园。

丁、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开学。

戊、段祺瑞自庐山返抵上海。

９﹐１０（八，二）

甲、粤汉铁路全路通车会议在武昌开幕。

乙、冀东迁安日鲜浪人与农民冲突，日方向我抗议。

丙、国联第十五届大会开幕，决邀苏俄入盟，畀予常任理事。

９﹐１１（八，三）

甲、日使有吉明自沪抵京，访汪兆铭，谈华北等问题（９﹐１３返上海）。

乙、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电告日人在西蒙煽惑。

丙、刘湘自重庆到万县，即赴开江布置军事。

丁、江西剿匪军第六路薛岳部第七纵队吴奇伟（第九十师欧震，第九十二师梁华盛）攻占兴

国雄岭下，败红军第二十三师。

戊、行政院决议撤销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部。

己、比专使祥生离上海返国。

９﹐１２（八，四）

甲、南昌行营规定收复匪区土地办法。

乙、江西剿匪军第三路越石城前进。

丙、四川剿匪军第二路田颂尧部败退阆中苍溪，旅长曾起戎及团长四人战殁，伤亡七千余人。

丁、孙科自檀香山回抵上海。

９﹐１３（八，五）

甲、红军萧克进自湖南城步龙园，趋绥宁、靖县。

乙、中央常会规定【九一八】三周年纪念办法。

９﹐１４（八，六）

甲、刘湘到开江前线督师，调王缵绪师增防。

乙、北路剿匪军总司令顾祝同到龙岩，与东路总司令蒋鼎文会商。

丙、黄郛自上海到南京，晤汪兆铭。

丁、外交部正式向日使抗议驱逐华侨事。

戊、日本公布改革在【满】机关，内阁设立对【满】事务局，驻【满】全权大使，对南满铁

道会社、满洲电信电话会社、关东州知事、满铁附属地之行政权有监督权，并于大使馆内设

事务局。



- 1001 -

９﹐１５（八，七）

甲、日关东军派松井源太郎为驻张家口武官。

乙、王占元卒于天津，年七十四岁（１８６１至１９３４）。

丙、孔祥熙否认用棉麦借款购置军火。

丁、旅京川人请派军入川剿匪，并督促刘湘负责（时罗泽洲弃仪陇，杨森失营山）。

戊、苏俄宣布加入国联。

己、红军萧克自湖南靖县南走通道纽冲，为追剿军第十九师李觉及黔军周芳仁旅所败。

９﹐１６（八，八）

甲、红军贺龙扰川、黔交界，与黔军战于板溪。

乙、剿匪军败红军于浙江江山，红军一度占常山（时杭江铁路西段不通）。

９﹐１７（八，九）

甲、汪兆铭孙科飞抵庐山。

乙、国联改选非常任理事，中国落选未能连任（土耳其当选）。

丙、日本驻美大使斋藤、驻法大使佐藤，自哈尔滨飞抵北平。

９﹐１８（八，一０）

甲、全国举行【九一八】三周年纪念。

乙、蒋委员长电刘湘，令各路剿匪军推进，不得再有局部撤退。

丙、外交部发言人为国联否决我连任理事事发表谈话，表示失望与不平。

丁、国联大会通过苏俄入盟，并畀以常任理事，苏外长利瓦伊诺夫即出席大会。

９﹐１９（八，一一）

甲、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自南京飞返北平。

乙、驻美公使施肇基向美强硬抗议，否认中国以棉麦借款购买军火。

丙、蒋委员长电请政府澈查美国参议员奈丁报告之中国军火贸易案真相。

丁、红军萧克、任弼时、王震自湖南通道、纽冲入贵州黎平、平茶（翌日北趋）。

９﹐２０（八，一二）

甲、汪兆铭孙科自庐山飞返南京，汪即飞上海，晤王宠惠。

乙、监察院长于右任自陕西回抵南京。

丙、全国铁道联运会议在青岛开幕。

９﹐２１（八，一三）

甲、任命马衡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乙、郭泰祺代表要求国联减免中国应缴会费之半数。

丙、日武官柴山访黄郛，商战区问题。

９﹐？（八，？）德国军事总顾问萨克德因病辞职，福根豪森代之。

９﹐２２（八，一四）

甲、驻美公使施肇基照会美国务卿，抗议白银政策，希稳定银价，勿使中国白银再有流出（本

年白银出口，至今日为止，已三倍于以前每年总额）。

乙、日使有吉明发表声明，谓旅日华侨系自愿回国，并未受压迫。

丙、红军萧克等自贵州锦屏南加山渡清水江北走，湘军第十九师李觉抵贵州锦屏（桂军廖磊

部续到）。

９﹐２３（八，一五）

甲、黄慕松代表政府在拉萨举行达赖册封典礼。

乙、蒋委员长促令刘湘早日复职。

９﹐２４（八，一六）

甲、国府举行安钦呼图克图册封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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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中美继续商洽白银问题。

９﹐２５（八，一七）

甲、湘桂黔军李觉、廖磊、王天锡败萧克于贵州锦屏、剑河间之梁上、八卦河，萧部走镇远、

施秉。

乙、四川剿匪军第五路唐式遵部开始进击，略有进展。

丙、俄日中东路售买秘密交涉已获妥协，伪国之外交次长大桥忠一应广田电召，本日抵东京

（即与俄代表重开谈商）。

丁、青年党要人陈启天在武昌被捕（１０﹐２２释放，时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左舜生已应

蒋委员长邀，留庐山）。

９﹐２６（八，一八）

甲、中义换文，将两国公使馆升为大使馆。

乙、日武官柴山及仪我向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抗议玉田日商宫越被害事件。

丙、北路剿匪军汤恩伯、樊崧甫纵队自驿前向石城进攻。

丁、东路剿匪军自朋口向长汀开始总攻。

戊、全国经济委员会举行常会，讨论统一水利及开发西北案。

９﹐２７（八，一九）

甲、东路剿匪军李延年等师攻克红军第九军团之坚固阵地白依洋岭，中屋村，斩获二千余（瑞

金红军时缩短防线，以石城之驿前阻北路军，长汀之白依洋岭阻东路军，至是全失）。

乙、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抵北平。

９﹐２８（八，二０）

甲、北路剿匪军汤恩伯纵队攻占大排岭，傅仲芳等师攻占桐岗（

翌日占小松市）。红军第四师长张翼降。第八纵队周浑元万耀煌部亦捷于兴国蓝田，第六路

薛岳部（梁华盛师）捷于下湖，太平山（时汤为北路军左翼，周为右翼，薛为中路）。

乙、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开会，讨论拉西曼报告书，并由郭泰祺报告中国建设成绩。

丙、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到北平。

９﹐２９（八，二一）

甲、蒋委员长电刘湘指示四川剿匪军事，并将捏报战情、望风奔逃之新编第二十二师长罗泽

洲撤职查办。

乙、中国代表殷同、高宗武、余翔麟与日代表藤原保明、仪我诚也、柴山兼四郎在北平开始

谈判关内外通邮问题（１０﹐２，１０﹐４续谈，无结果）。

丙、何应钦自北平到绥远。

丁、济南电，利津下游黄河改道南徙入海。

９﹐３０（八，二二）

甲、北路剿匪军第八纵队周浑元万耀煌部攻占兴国之高兴圩，败红军第一军团林彪。

乙、何应钦偕绥远省府主席傅作义到包头（１０﹐２何返北平）。

丙、美答复中国对于白银问题之抗议。

１０﹐１（八，二三）

甲、红军第六军团萧克、任弼时、王震进至贵州黄平，为黔军王家烈部所阻（明日萧破老黄

平）。

乙、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决议，铁道部长顾孟余不受惩戒。

丙、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成立（为大学毕业生职业问题而设）。

丁、日军部散发【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

小册。

１０﹐２（八，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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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川湘黔旅京人士请蒋委员长兼办三省剿匪事宜。

乙、驻美公使施肇基与美国务卿赫尔再商白银问题，并提第三次照会。

丙、日使馆答复外交部对于华侨被逐之抗议。

丁、远东热带医学会在南京举行第九次会议（１０﹐８闭会）。

１０﹐３（八，二五）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司法行政部改隶司法院（罗文干即辞部长职）。

乙、中共中央发布【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

丙、北路剿匪军汤恩伯纵队（孙元良、霍揆彰、冷欣师）续向石城进攻，占领石榴花寨、月

光寨、际脑，红军退石城。

１０﹐４（八，二六）

甲、中央常会通过修理孔子陵庙办法。

乙、东路剿匪军蒋鼎文部攻克南山坝，长汀以东红军各要隘全失。

丙、红军萧克等自贵州余庆瓮安间西北走石阡（谋渡乌江，不果）。

１０﹐５（八，二七）

甲、蒋委员长自庐山抵武汉。

乙、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举行大会。

丙、驻日俄使优列尼夫与日外相广田，谈中东路出售付价保证。

１０﹐６（八，二八）

甲、北路剿匪军（霍揆彰、黄维、冷欣、孙元良、周嵒师）攻占石城，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

及第一军团之一部西南走。

乙、美使约翰逊谒汪兆铭辞行。

１０﹐７（八，二九）

甲、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离北平，取道平汉路南下。

乙、北路剿匪军第六路薛岳部欧震、韩汉英、梁华盛师攻占兴国天子嵊。

丙、广东中山县驻兵哗变，县长唐绍仪出走。

丁、铁道部与中英贸易公司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一千六百万元，以完成该

路工程。

戊、英国远东实业视察团到沈阳。

１０﹐８（九，一）

甲、蒋委员长电令豫鄂湘赣浙闽苏陕甘十省实施民众服工役办法，并令川黔湘鄂陕完成川黔、

川陕、湘黔等公路。

乙、刘湘自重庆抵成都，主持剿匪军事。

１０﹐９（九，二）

甲、红军第九军团罗炳辉部（第三师）自长沙西走。

乙、蒋委员长严令豫鄂等十省禁止种烟。

丙、南斯拉夫国王亚力山大及法外长巴尔都在马赛被杀。

１０﹐１０（九，三）

甲、北路剿匪军第六路总指挥薛岳，副指挥吴奇伟，督韩汉英、梁华盛、欧震、唐云山四师

攻占兴国宁都间之古龙岗。

乙、中国共产党决定退出江西之【苏维埃区】（第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早主放弃瑞金，西入

四川，以为根基，再打通西北路线，与苏俄联络。至是以受国军压迫，决定西走，谋合贺龙

之第二军团、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入陕北会刘志丹高岗）。

丙、蒋委员长偕张学良自汉口到洛阳，主持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开学典礼（何应钦亦到）。

丁、王宠惠自南京到香港，访胡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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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伪【满洲国】划分东北为奉天、锦州、安东、热河、吉林、滨江、三江、间岛、黑龙江、

黑河十省及兴安东、西、南、北四分省。

己、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开幕（１０﹐１４闭幕）。

１０﹐１１（九，四）

甲、日使有吉明到南京，晤汪兆铭。

乙、东路剿匪军第十九师李延年部克长汀东南之河田。

１０﹐１２（九，五）

甲、蒋委员长及张学良到西安，何应钦到南京。

乙、美国务卿赫尔照覆施肇基，对白银问题，允竭力注意中国意见，愿随时讨论。

１０﹐１３（九，六）

甲、赣南瑞金红军向兴国集中，准备西进，闽南长汀红军亦西去。

乙、立法院二读通过宪法草案全部。

丙、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离华赴日返国。

１０﹐１４（九，七）

甲、北路剿匪军第八纵队指挥官周浑元督万耀煌、萧致平、谢溥福师攻占兴国（飞机二架互

撞失事），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部西南走会昌、赣县。

乙、财政部通令加征银出口税（明日起实行）。

丙、红军自江西雩都宽田开始西南进，第一军团林彪，第三军团彭德怀，参谋长刘伯承为前

锋。

１０﹐１５（九，八）

甲、蒋委员长之代表蒋伯诚自广州抵上海。

乙、包头宁夏航空开始。

丙、驻日俄大使优列尼夫携最后训令与日外相广田商谈中东路出售问题（除铁路本身外，中

东路所有其它产业，俄要求保留）。

丁、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秦邦宪（博古），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洛甫），政府主

席毛泽东（时正受留党察看处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国家政

治保卫局长邓发，红军大学校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蔷，政治委员聂荣臻、滕代远等自

江西瑞金雩都西南走，谋与贺龙萧克会合。本日第三军团自兴国走信丰，第九军团罗炳辉，

第五军团董振堂随行。以副主席项英为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为中央军区司令员，龚

楚为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后被俘，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亦战殁），谭震林为政治

保卫分局长，与瞿秋白、邓子恢、张鼎丞等留守赣南，兵力约三万七千人）（１０﹐１８项

英发布【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文。按此次突围为秦邦宪、陈绍禹所决定）。

１０﹐１６（九，九）

甲、红军第一军团林彪，第三军团彭德怀进向江西信丰。

乙、行政院决议以李溶代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刘于去冬已被盛世才迫逼去职）。

丙、行政院决议以刘文岛为驻意大利大使。

丁、王宠惠自香港到广州。

１０﹐１７（九，一０）

甲、蒋委员长飞抵兰州。

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居正暂兼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辞）。

丙、红军第六军团萧克谋自石阡渡乌江不果，被湘桂黔军李觉、廖磊、王天锡败之于石阡镇

远间之佛顶山。

丁、扬州盐工请愿要求保全帆运，被税警驱逐，全城罢业（翌日平息）。

１０﹐１８（九，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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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央常会决议举办灾区冬季急赈。

乙、中日代表再度在北平谈判关内外通邮问题（中国不得用伪满洲国邮票、邮戳）。

丙、上海交易所市场起剧烈变动，标金、纱花、公债狂涨。

丁、王宠惠自广州到香港。

１０﹐１９（九，一二）

甲、蒋委员长自兰州飞抵宁夏，张学良及青海省府主席马麟同行。

乙、刘湘在成都召开剿匪军事会议。

丙、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合组之外汇平市委员会在上海成立。

丁、故宫博物院珠宝被易培基盗换一万六千余件，法院提起公诉。

戊、红军萧克自贵州石阡佛顶山北走印江。

１０﹐２０（九，一三）

甲、蒋委员长自宁夏飞抵西安。

乙、青岛船坞举行落成礼。

１０﹐２１（九，一四）

甲、西趋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猛攻赣南信丰安远间之新田、古陂、王母渡封锁线，与南路剿

匪军余汉谋部李汉魂、叶肇师激战。

乙、红军第六军团萧克抵贵州印江牙洞口、石耶司（寻入湘西）。

丙、李宗仁离粤返桂，防红军西趋。

丁、中日关内外通邮谈判不协（黄郛甚不以中央意见为然）。

１０﹐２２（九，一五）

甲、四川剿匪总司令兼善后督办刘湘正式复职。

乙、张学良自西安回抵汉口。

丙、北平中日关内外通邮谈判，日方提出最后方案。

１０﹐２３（九，一六）

甲、蒋委员长到开封，杨永泰等随行。

乙、王宠惠自广东到南京，报告访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经过。

丙、红军第一军团进攻赣南信丰安息。

１０﹐２４（九，一七）

甲、蒋委员长自开封经济南到北平（１０﹐２６入医院检查身体，１０﹐３１出院）。

乙、行政院改华北战区整理委员会为清理委员会。

１０﹐２５（九，一八）

甲、中央常会决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举行，本年十二月十日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全体会议。

乙、红军总司令朱德进至信丰南小河口，第八军团进占南康。南路剿匪军余汉谋部与红军继

续在古陂附近激战。

１０﹐２６（九，一九）

甲、北路剿匪军第三纵队第六师周嵒师收复江西宁都（翌日陈诚到达）。

乙、南路剿匪军收复江西信丰，红军犯广东南雄。

丙、驻察哈尔张北宋哲元部与日本武官及书记发生争执（所谓第一次张北事件）。

丁、高宗武等自北平电汪兆铭、朱家骅，谓黄郛不满中央关于关内外通邮问题所持意见，如

不能办妥，只得一走了之。

１０﹐２７（九，二０）

甲、红军彭德怀、林彪突破南路剿匪军之赣南防线，经南康信丰间之新城、新池、青龙西走。

乙、红军第六军团第十八师长龙云在贵州岑巩被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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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西路剿匪军总司令何键到衡州布防。

丁、王宠惠到北平，晤蒋委员长。

１０﹐２８（九，二一）

甲、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进至大庾义安。

乙、剿匪军第八纵队周浑元、万耀煌部自江西兴国进向遂川。

丙、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反对增加棉纱统税。

１０﹐２９（九，二二）

甲、蒋委员长派萧振瀛赴内蒙宣慰（晤云王、德王）。

乙、红军（第五第八军团）占江西崇义，另支入广东乐昌境。

丙、红军师长王公泽在川黔交界为川军所擒。

丁、英美荷抗议日本对于伪【满】煤油统制。

１０﹐３０（九，二三）

甲、东路剿匪军全线向长汀推进。

乙、红军第三、五、八军团自江西崇义入湖南汝城热水圩邓家洞。

丙、红军第二军团贺龙、关向应，第六军团萧克、任弼时、王震会合于贵州印江木潢南腰界

（共约万余人）。成立军委分会，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主之（萧克之第六军团并入第二

军团，称第二方面军，贺龙为司令）。

丁、蒋委员长召见高宗武、余翔麟，指示关内外通邮（１０﹐３１再度召见）。

戊、北平日本武官高桥坦为１０﹐２６张北事件，向宋哲元交涉，宋允道歉。

１０﹐３１（九，二四）

甲、红军进至大庾崇义间之铅厂。第九军团自大庾东北之池江西趋。

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补订弹劾案件办法三条（监察院委员表示满意）。

丙、莫斯科发表中东路出售交涉内容（价格商定为一万四千万日圆）。

１０﹐？（九，？）中央飞机制造厂成立。

１１﹐１（九，二五）

甲、东路剿匪军李延年、宋希濂师收复长汀（民国十八年失陷）。

乙、红军自江西进入广东仁化境。

丙、蒋委员长及黄郛在北平招待外宾。

丁、华北战区清理委员会成立，李择一、殷同、朱式勤为常务委员。

戊、导淮入海工程在清江浦行破土礼（工夫十六万）。

己、交通部与日本东亚兴业会社订立有线电信借款二千四十四万日元。

１１﹐２（九，二六）

甲、蒋委员长与吴佩孚在北平晤于黄郛之宴会席上。

乙、红军占粤北仁化城口，其主力与余汉谋之粤军第一军仍在大庾崇义间接触。

丙、红军攻湖南汝城，西路剿匪军第六十二师旅长锺光仁拒之。

丁、萧振瀛在察哈尔滂江晤德王。

１１﹐３（九，二七）

甲、红军主力突破湘南封锁线，占领汝城桂东。

乙、红军贺龙进占川边酉阳，本日被川军拒退。

丙、萧振瀛偕德王自滂江到百灵庙。

１１﹐４（九，二八）蒋委员长夫妇及秘书长杨永泰自北平到张家口。

１１﹐５（九，二九）

甲、蒋委员长到大同，游云冈。

乙、红军占广东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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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九，三０）

甲、蒋委员长到归绥，萧振瀛偕云王、德王亦自百灵庙至。

乙、行政院决议：（一）设立中央农村服务讲习所，（二）任命刘维炽、谷正纲为实业部次长。

丙、红军第三军团自湖南汝城西趋宜章，抵文明司。

１１﹐７（一０，一）

甲、蒋委员长在归绥接见内蒙之云王、德王。

乙、财政部长孔祥熙飞抵太原，晤阎锡山及章嘉活佛。

丙、国防会议通过关内外通邮新方案（黄郛极不满）。

丁、日使有吉明到北平。

戊、红军第二军团贺龙，第六军团萧克攻占湖南永顺。

１１﹐８（一０，二）

甲、蒋委员长飞抵太原，晤阎锡山。

乙、江西瑞金红军全部退出，西走雩都。

丙、红军第五、第八、第九军团自粤北仁化城口、九峰圩经坪石西走。

丁、第六路军薛岳部抵江西安福（即进向莲花）

，追击红军。

１１﹐９（一０，三）

甲、行政院改组河北省政府，仍以于学忠为主席。

乙、天津市改为特别市，以张廷谔为市长。

丙、日使有吉明在北平访晤黄郛。

１１﹐１０（一０，四）

甲、东路剿匪军第四纵队第十师李默庵收复江西瑞金。

乙、红军第七军团方志敏，第十军团刘畴西占皖南旌德（翌日为第七师李文彬旅收复）。

丙、蒋委员长在太原演讲，勖晋人戒绝毒品。

丁、北平中日关内外通邮谈判恢复，日方代表藤原声言１０﹐２２之方案不容更改。

１１﹐１１（一０，五）

甲、蒋委员长自太原飞抵汉口。

乙、红军突破湘南另一封锁线，越粤汉铁路，占宜章。

丙、红军第七、第十军团方志敏等自皖南旌德，经太平走黟县，浙江保安处长俞济时指挥李

文彬、王耀武等旅追剿。

丁、钱塘大桥开工。

１１﹐１２（一０，六）

甲、蒋委员长返抵南昌（王揖唐自日本回国，在南昌候晤）。

乙、南路剿匪军李汉魂师破红军第一军团于粤北乐昌九峰延寿间，获枪六千，收复城口。

丙、北路剿匪军第八纵队周浑元部抵湖南桂东。

１１﹐１３（一０，七）

甲、蒋委员长派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薛岳、周浑元等部均归指挥，命追剿西窜之匪，期歼灭

于湘漓水以东地区。

乙、红军贺龙萧克退出湘西永顺。

丙、红军前队占湖南宜章。

丁、刘湘奉召自重庆东下（第一次出川）。

戊、蒋委员长之代表蒋伯诚再到广州，与陈济棠商剿匪事。

己、行政院决议任贺耀组为驻土耳其公使。

庚、申报总经理、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临时参议会议长史量才，乘汽车返上海，于沪杭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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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被刺殒命（申报近年颇左倾，黄炎培、鲁迅及共产党人胡风暗中操纵）（史死后上海地

方协会会长、临时参议会议长由杜月笙继任）。

辛、伪【满洲国】公布煤油专卖办法。

１１﹐１４（一０，八）

甲、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华北问题，决不再迁就。

乙、蒋委员长宴王揖唐。

丙、日军部组织移民公司，定十年内移民百万至东北。

丁、俄驻日大使优列尼夫与日外相广田续商中东路售买问题。

戊、红军全部离湘南汝城，剿匪军万耀煌师抵资兴。

己、蒋委员长及行政院长汪兆铭电令浙江省政府严缉史量才案凶手。

１１﹐１５（一０，九）

甲、中央常会通过尊孔办法，孔孟曾颜圣哲后裔均称奉祀官，并给资培植至大学毕业。

乙、日使有吉明自北平赴天津（在平晤黄郛四次）。

丙、红军何长工攻赣南筠门岭，为粤军所败。

１１﹐１６（一０，一０）

甲、红军占湘南临武，追剿军第十五师王东原收复宜章。周浑元、万耀煌抵郴县。

乙、东路剿匪军收复福建明溪（归化）。

丙、刘湘自重庆到汉口。

１１﹐１７（一０，一一）

甲、日本驻华武官在上海会议，商讨华北问题、西南问题、国民政府问题。

乙、日使有吉明自天津到济南，晤韩复矩。

丙、剿匪军收复江西雩都。

丁、红军主力自湖南良田、宜章进至宁远、蓝山。

戊、广西白崇禧赴湘桂边布置防务。

己、红军第二军团贺龙、第六军团萧克大败陈渠珍师，再占永顺。

１１﹐１８（一０，一二）

甲、红军占湘南蓝山，前队攻龙虎关，为桂军击退。

乙、日方代表限１１﹐１９解决关内外通邮问题（黄郛、殷同、李择一主迁就，高宗武持不

可，被黄斥责，电京请辞，朱家骅慰留）。

丙、第六路薛岳部进达衡阳（薛部即改为追剿军第二路，第一路司令为刘建绪，第三路周浑

元，第四路李云杰，第五路李韫珩）。

丁、王揖唐自南昌返天津。

１１﹐１９（一０，一三）

甲、蒋委员长订定江西、福建绥靖区域指挥系统。

乙、陈济棠任李汉魂为南路军前敌总指挥。

１１﹐２０（一０，一四）

甲、刘湘到南京，蒋委员长亦至自南昌。

乙、追剿军第四路李云杰败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于湘南宁远洪观圩、三眼头，粤军第三师克

临武。

１１﹐２１（一０，一五）

甲、追击军第三路周浑元部抵湘南宁远，红军占道县，前队第三军团抵四眼桥，下灌水。

乙、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到北平，协助中日关内外通邮谈判。

丙、南京举行防空演习。

１１﹐２２（一０，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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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慰剿匪将士。

乙、追剿军第三路周浑元、萧致平师败红军第三、第五军团于道县梨溪洞、下灌，红军一部

经龙虎关入广西贺县白芒营。

丙、考察司法行政之覃振自欧洲回抵南京。

１１﹐２３（一０，一七）

甲、东路剿匪军第三师李玉堂师收复江西会昌。

乙、粤军李汉魂师克湖南蓝山，湘军李云杰、王东原二师与红军主力战于下灌、东村、胡家，

前队过广西全州南之文村。

丙、追剿军第二路薛岳部抵永州。

丁、尼加拉瓜副总统爱斯宾诺萨到南京。

１１﹐２４（一０，一八）

甲、北平中日关内外通邮谈判完毕，达成初步协议（１１﹐２５唐有壬离北平南下）。

乙、追剿军第四路李云杰王东原师克道县下灌，红军经宁远西破湘桂交界之永安、龙虎、清

水、雷口四关。空军飞机一架在宁远上空被击落，第三大队队附谢廷藩、飞行员魏德被俘。

丙、红军第七军团方志敏进扰浙江遂安白马上方。

丁、吉鸿昌、任应岐在天津被捕，本日在北平鎗决（因受日人利用）。

１１﹐２５（一０，一九）

甲、追剿军周浑元万耀煌师收复道县，王东原师攻占四眼桥，红军后卫第八军团西走。

乙、日军沿北宁铁路演习（三日），交通被阻。

１１﹐２６（一０，二０）

甲、红军全队进至道河以西湘桂交界，经永安关、龙虎关、清水关、雷口关入广西文市等地

（红军第一、三九军团及中央机关居中，第五军团任右卫，第八军团任后卫）。

乙、东路剿匪军刘和鼎师（第九纵队）收复福建清流。

丙、湘西陈渠珍师克永顺，红军贺龙连占大庸溪口。

１１﹐２７（一０，二一）

甲、蒋委员长对日本记者谈话，中国不愿世界有战争，解决中日问题应以道德与信义为基础。

乙、蒋委员长及汪兆铭通电，拟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厘定中央与地方权责，并声明国内问

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

丙、行政院决议裁撤赣粤闽湘鄂剿匪战斗序列之东、西、南、北各路军总司令部及总预备军

总司令部，并任命顾祝同为驻赣绥靖主任，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１１﹐２４蒋委员长已

派孙连仲、刘兴、毛炳文、陈继承、谭道源、余汉谋、张钫、赵观涛为江西各绥靖区司令官，

陈诚为驻赣预备军总指挥，辖樊崧甫、罗卓英、汤恩伯、刘绍先四个纵队。刘和鼎、卫立煌、

李延年、王敬久为福建各绥靖区司令官）。

丁、行政院决议聘任苏浙皖冀等省税捐监理委员会委员。

戊、王宠惠访蒋委员长及汪兆铭、孔祥熙。

己、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向法、义提议共同废弃华盛顿条约。

１１﹐２８（一０，二二）

甲、红军主力过广西兴安全州间之界牌西北趋，另支与桂军夏威部战于文市，占领新圩（桂

军集中恭城、富川、贺县，防红军南进，红军乘机西渡漓江，时白崇禧在平乐指挥）。

乙、蒋委员长电责白崇禧任匪西渡，并令各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永安关、龙虎关等地以

西。

丙、红军在赣东之根据地葛源为剿匪军攻克，共产党之赣东军区司令部及闽浙赣省政府捣毁，

红军退德兴。

丁、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被捕（翌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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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外次唐有壬与日方代表藤原保明等商东北通邮原则。

己、北宁铁路沿线日军演习。

庚、黄慕松离拉萨东归。

１１﹐２９（一０，二三）

甲、刘湘在京连日与孔祥熙商四川财政问题。

乙、追剿军及桂军败红军后队于永安关、灌阳间，克新圩。

丙、湘西剿匪军克溪口，贺龙走大庸。

丁、内蒙古云王、德王、代表补英陈绍武及萧振瀛到南京。

１１﹐３０（一０，二四）

甲、追剿军第一路司令刘建绪部（王东原、陶广、章亮基、陈光中师）与红军一、三、五军

团剧战于全州附近之觉山白沙浦一带，获枪四千余枝，空军分头轰炸。

乙、福建剿匪军收复宁化（闽省苏维埃区肃清）

。

丙、行政院及军事委员会通电保护古物。

丁、刘湘自南京到上海（明日赴杭州）。

１２﹐１（一０，二五）

甲、追剿军第一路刘建绪部与桂军廖磊部合击红军于咸水、麻子渡，缴枪三千枝（红军系自

桂军防地突过湘漓二水。又是日桂军与第十三师误会，在文市发生冲突）。红军大队突破国

军第四封锁队，进至西延。

乙、白崇禧电蒋委员长等，对１１﹐２８电有所申辩，并指追剿军瞻望不前。

丙、王宠惠、孙科及陈济棠代表杨德昭自上海赴粤。

丁、全国劳作展览会在南京开幕。

１２﹐２（一０，二六）

甲、蒋委员长电令各省即规定人民服工役办法。

乙、追剿军改编，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辖七个师），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辖八个

师），另以刘膺古为预备兵团指挥（辖二师二旅，驻常德，剿萧克贺龙。时薛部自湖南东安，

刘部自全州分向新宁截击）

。

１２﹐３（一０，二七）

甲、王宠惠、孙科携蒋中正、汪兆铭函到香港，晤胡汉民，劝北上。

乙、红军大队取道广西西延西南向龙胜进趋。

丙、日本内阁决议，废止华盛顿海军条约。

１２﹐４（一０，二八）

甲、行政院决议河北省会由天津移设保定（日方压力）。

乙、李宗仁自广西抵广州。

丙、刘湘自上海回抵南京。

１２﹐５（一０，二九）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以黄郛兼任内政部长，准黄绍竑辞（

按此项安排为便于黄郛往来南北），二特任朱培德代理参谋总长，唐生智为训练总监，陈调

元为军事参议院长。

乙、监察院长于右任呈请中央严办故宫博物院盗卖古物案。

丙、山东临清义丐武训九十七周年诞辰纪念，为立石像。

１２﹐６（一０，三０）

甲、追剿军第二兵团薛岳部抵湖南武冈，第一兵团刘建绪部抵城步，红军之第一、第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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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八、第九军团分三路自龙胜趋湘边，桂军由夏威、廖磊指挥追击。

乙、孙科、王宠惠在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商合作问题。

１２﹐７（一一，一）

甲、红军萧克、贺龙猛攻湘西沅陵（辰州），新编第三十四师陈渠珍部拒之。

乙、孙科、王宠惠再晤胡汉民于香港。

丙、杨杰任参谋次长。

丁、日内阁决定对华政策，使国民政府在华北势力减至最小限度，逐步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

统治。

１２﹐８（一一，二）

甲、红军前队自龙胜进至湖南城步红沙洲。

乙、孙科偕广东中央委员六人离香港北上。

１２﹐９（一一，三）

甲、红军主力到达湖南城步及广西龙胜间。

乙、中央政治会议饬令查究盗卖故宫古物案。

１２﹐１０（一一，四）

甲、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次全体会议开幕，推蒋中正、汪兆铭、孙科、于右任、

戴传贤、丁惟汾、居正为主席团。

乙、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北平晨报、世界日报等电请五中全会，保障言论自由。

丙、全国各地庆祝剿匪胜利。

丁、红军攻占湖南通道，进向贵州黎平（时红军仅余三万余人，毛泽东原拟入湘西，与贺龙

萧克会合，北渡长江，以国军追击不舍，决向国军势力薄弱之贵州前进，争取主动）。

戊、刘湘离南京返四川。

己、日本走私船在秦皇岛鎗击海关缉私人员，死一伤三。

庚、日本以南次郎为驻伪【满洲国】大使兼关东军司令。

１２﹐１１（一一，五）

甲、孙科自粤抵京，出席五中全会，报告南行经过。

乙、行政院决议：一、改组浙江省政府，以黄绍竑代张难先为主席，二、任命鲁涤平为军事

参议院副院长。

丙、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请由粤桂两省组织追剿部队，由李统率，入黔剿匪（中央

未采纳）。

１２﹐１２（一一，六）

甲、五中全会通过划分中央地方权责案原则。

乙、追剿军第二兵团薛岳部到湘西洪江，堵截红军北进。

１２﹐１３（一一，七）

甲、五中全会通过刷新政治案原则。

乙、红军贺龙、萧克撤湖南辰州之围，北退大庸。

１２﹐１４（一一，八）

甲、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明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第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嘉慰剿匪将士。

乙、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次全体会议闭幕，发表宣言，决循政治正轨，谋统

一和平，充实国力，救亡图存。

丙、红军占领贵州黎平，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整编部队全力进向贵州。

丁、贺龙、萧克自湖南辰州（沅陵）东抵洞庭溪。

戊、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奉命进向湘黔间之晃县、玉屏、天柱，堵红军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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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追剿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收复湖南通道，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入黔。

庚、浙赣闽皖边区剿匪军俞济时大破红军第七军团方志敏等于皖南太平县潭家桥，红军第十

军团长寻维周（怀洲）为王耀武旅所击毙。

辛、邮政总局主任秘书高宗武、山西邮务长余翔麟及殷同、李择一与关东军代表伪满洲国邮

政督办藤原保明、山海关日本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武官柴山兼四郎在北平达成关内外通邮

大纲及通邮办法之谅解事项。

１２﹐１５（一一，九）

甲、蒋委员长自南京抵浙江奉化原籍。

乙、红军弃贵州黎平，北趋锦屏剑河。

丙、中日订立东北通邮协定（翌年１﹐１０实行）。

１２﹐１６（一一，一０）

甲、各铁路捐款购飞机八架及自制【爪哇】号在南京举行命名礼。

乙、红军一枝自黔边回窜湖南绥宁，大队自南嘉堡渡过贵州清水江。

１２﹐１７（一一，一一）

甲、红军第二军团贺龙、第六军团萧克败国军罗启疆旅，占湖南桃源（意在牵制湘军入黔追

击）。

乙、孙科在中央纪念周报告南行疏通经过，谓胡汉民允北上，惟须有准备。

丙、胡汉民谈，今日争持者为国家民族存亡问题与主义政策实行问题。

１２﹐１８（一一，一二）

甲、红军主力抢渡清水江占贵州剑河。

乙、红军贺龙萧克围攻常德，罗启疆旅固守，何键派郭汝栋、李觉为第六、第七路追剿司令

赴援。

丙、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刘湘任主席（代刘文辉），邓汉祥、刘航琛等为委员。

丁、广东财政厅长区芳浦抵南京（１２﹐２０离京）。

１２﹐１９（一一，一三）

甲、蒋委员长派贺国光为行营驻川军事参谋团主任。

乙、刘湘自南京回抵重庆。

丙、贵州剿匪总指挥犹国才到贵阳，省主席王家烈即赴黔东堵剿红军。

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任王用宾为司法行政部长，陈大齐为考选委员长。

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卒于广州。

１２﹐２０（一一，一四）

甲、广西军组两纵队入黔追击，以夏威、廖磊任司令。

乙、红军前队自贵州剑河抵革东梁上。

丙、河北省政府严缉蓟县聚众抗税之【穷人党】

。

１２﹐２１（一一，一五）

甲、汪兆铭否认政府将集中现金及实行不兑现纸币。

乙、王宠惠自香港抵上海，晤汪兆铭，转达胡汉民所提合作条件。

丙、各庚款董事会联席会议，决拨款补助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及大学研究所。

丁、围攻常德之红军贺龙、萧克被郭汝栋、李觉师击退。

１２﹐２２（一一，一六）

甲、何键自长沙赴宝庆主持追剿军务（１２﹐２７回长沙）。

乙、追剿军薛岳兵团前队抵贵州天柱。

丙、贵州剿匪总指挥犹国才出省督师，后备总指挥侯之担布置乌江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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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本枢府会议通过驻伪【满洲国】机关案。

戊、日外部训令驻美大使通告废弃华盛顿之海军限制条约。

己、前故宫博物院长易培基得日人协助，自天津走东北。

１２﹐２３（一一，一七）

甲、财政部规定白银出口奖惩办法。

乙、华北日人走私猖獗，财政部加强缉私。

丙、海关发表，十一个月来入超四万五千五百九十九万元。

丁、王宠惠到宁波转赴奉化晤蒋委员长。

戊、红军第一军团林彪自贵州剑河进占台拱（台江）。

己、追击军第六路司令李觉驻常德。

庚、国民党元老陈少白在北平逝世，年六十六岁。

１２﹐２４（一一，一八）

甲、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兼关东军司令南次郎抵沈阳。

乙、追剿军李觉、郭汝栋师收复湘西桃源。红军萧克、贺龙退大庸、桑植。

１２﹐２５（一一，一九）

甲、红军第一军团林彪占领贵州镇远，黔军柏辉章师西走（红军即分两路趋施秉、余庆，时

黔军王家烈驻重安江以西）。

乙、刘湘奉蒋委员长令派兵援黔，沿乌江布防。

丙、行政院决议派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

１２﹐２６（一一，二０）

甲、蒋委员长谈话，否认政府将实行不兑现纸币政策及减低银币成色，财政部亦训令上海银

钱业公会辟谣。

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第四届立法委员六十七人。

丙、红军占贵州施秉、黄平。

丁、红军第二军团贺龙部第四师占湖南慈利。

戊、日本设置对满事务局，林铣十郎任总裁。

１２﹐２７（一一，二一）

甲、追剿军第二兵团第七纵队吴奇伟部欧震、韩汉英师击走红军第一军团林彪，收复贵州镇

远，红军西趋施秉。

乙、中央常会选任马超俊为国民政府委员（补邓泽如缺）。

丙、银根紧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放款一千万，供银钱业周转之用。

丁、陇海铁路西展至西安。

１２﹐２８（一一，二二）

甲、红军主力占领贵州黄平、余庆、瓮安，向息烽急进。

乙、交通部新厦落成。

１２﹐２９（一一，二三）

甲、日本通告美国，废弃华盛顿五国海军公约。

乙、蒋委员长及王宠惠自奉化到杭州。

丙、军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由贺国光率领自南昌启程入川。

丁、旅京川黔人士请派大兵入川黔。

１２﹐３０（一一，二四）

甲、邮政总局通告自一月十日起实行东北通邮。

乙、鄂陕湘三省公路通车。

丙、同蒲铁路太原、霍县段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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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追剿军第七纵队吴奇伟收复贵州施秉。

１２﹐３１（一一，二五）

甲、红军主力进抵贵州乌江南岸。

乙、第十九师李觉部陶柳旅克复慈利，红军贺龙部第四师退集大庸。

丙、蒋委员长在杭州接见广东陈济棠之代表区芳浦（明年，１﹐６区回抵广州）。

丁、孙科自南京到北平。

戊、北平日本使馆公布东北通邮协议。

己、国际联盟派遣来华技术专家顾德到上海。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３５──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乙亥

１﹐１（一一，二六）

甲、汪兆铭讲演谓本年继续努力于清剿共匪，生产建设，修明政治工作。并于【东方杂志】

发表【救亡图存之方针】。

乙、蒋委员长在杭州讲演，谓本年为新生活运动年。

丙、蒋委员长复自杭州回奉化。

丁、公布新刑法（７﹐１实施）。

戊、黔军王家烈部收复黄平，中央军吴奇伟到重安江，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自余庆北趋。

１﹐２（一一，二七）

甲、红军由林彪刘伯承指挥猛扑箐口新渡、老渡口、袁家渡、岩门，抢渡乌江，为黔军侯之

担部所阻。

乙、鄂豫皖红军第二十五军徐海东、吴焕先（政治委员）部进抵陕西蓝田黑龙田（此枝红军

于去年十月自皖西六安霍山出动，经河南商城、光山，湖北黄安，西进）。

丙、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委员张苇村在济南遇刺殒命。

１﹐３（一一，二八）

甲、参谋团离汉口西上。

乙、李宗仁到香港（明日与邹鲁访胡汉民）。

１﹐４（一一，二九）

甲、红军林彪部第四军团抢渡乌江，败黔军林秀生旅（侯之担部），另支（第一军团）占余

庆，进向开阳、息烽、修文。

乙、进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到贵州马场坪，晤王家烈。

丙、四川绅民电请中央派兵入川。

丁、日本关东军幕僚及驻华武官会于大连，要求中国充分履行塘沽协议，调整华北中日关系，

实行中日提携。

戊、何应钦到奉化，晤蒋委员长。

１﹐５（一二，一）

甲、红军占贵州石阡，并续自余庆箐口强渡乌江。

乙、红军袭占贵州遵义，全军不足三万人，黔军师长侯之担走桐梓，所部三团叛变。

丙、蒋委员长再促苏浙等十省严禁种植鸦片。

１﹐６（一二，二）

甲、红军占贵州湄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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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四川出兵援黔，前队抵綦江。

丙、留驻拉萨之蒙藏委员会委员刘朴忱卒。

丁、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秦邦宪（博古）、周恩来、李德之军事路线

之错误。

１﹐７（一二，三）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到贵阳，命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分防贵阳以东及

西北（薛军入贵阳，出桂军意料，两粤颇震惊）。

１﹐８（一二，四）

甲、行政院决议，以蒋中正兼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为教育长。

乙、汪兆铭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演说，希望日本打开中日僵局。

丙、孙科自北平南下，本日过泰山访冯玉祥。

丁、杨森到重庆与刘湘商剿匪军事。

戊、北平巿捐献飞机五架，在南苑举行命名典礼。

己、外蒙军占领贝尔湖附近喀尔喀河口（喀尔喀庙事件）。

庚、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完毕，毛泽东任政治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朱德为

副主席，张闻天代秦邦宪为总书记，毛泽东取得领导权（朱德电报云，遵义会议后一个月，

毛始渐取得领导权）。

１﹐９（一二，五）

甲、红军前队占领贵州娄山关（一作１﹐１４？）。

乙、追剿军第八纵队周浑元、万耀煌到贵阳。

丙、汇通转递局在山海关成立（办理通邮事）。

丁、胡适在香港讲演，反对读经，广州当局拒其前来。

１﹐１０（一二，六）

甲、红军占贵州桐梓，黔军侯之担走仁怀。

乙、蒋委员长分令四川刘湘，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白崇禧进兵贵州。

丙、云南派兵三旅，集中贵州毕节，由第十路军参谋长孙渡指挥。

丁、与东北实行通邮。

戊、上海各大学十教授何炳松、王新命、周佛海、章益、陈高佣、陶希圣、孙寒冰、樊仲云、

武育干、萨孟武，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１﹐１１（一二，七）

甲、汪兆铭、孙科、王宠惠、宋子文、孔祥熙会于上海，商京粤团结问题（胡汉民亦派刘芦

隐、李晓生北来）。

乙、五中全会讨论宪法草案。

丙、红军自贵州遵义进占凤冈。

丁、陈济棠通电派第二军副军长张达率兵三师自广州出发，追随入黔协剿。

戊、何应钦自南京到太原（时阎锡山丁父忧，何来吊丧）。

己、北平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

１﹐１２（一二，八）

甲、五中全会决议：一宪法草案交中央常务会议组织审查委员会，二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纲

要交中央政治会议规定办法。

乙、行营驻川参谋团由贺国光率领到重庆。

丙、刘湘派潘文华为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

丁、桂军廖磊（第七军）进至贵州都匀八寨，追剿红军。

１﹐１３（一二，九）

甲、红军自贵州遵义西占鸭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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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刘湘部模范师廖泽抵贵州松坎正安，阻红军北进（时重庆震动，纷纷汇款进上海）。

丙、冀东玉田民团与保安队激战。

１﹐１４（一二，一０）

甲、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明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即闭幕。

乙、王宠惠到南京。

丙、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占贵州绥阳。

丁、中英庚款董事会决议续拨粤汉铁路工款一百二十五万元。

戊、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中国六年禁毒计划报告。

１﹐１５（一二，一一）

甲、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省府主席李溶通电否认通外卖国，新疆并无外兵，仅聘有外国顾

问，新苏（俄）关系限于商务，订有借款合同，用于生产事业，由新省土产归还。

乙、中央军陆续自湖北入四川，炮兵营到万县。

丙、追剿军第一兵团刘建绪湘军分向贵州铜仁、松桃、思南、石阡推进，布防乌江东岸，阻

红军回窜。

丁、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第九军团罗炳辉占贵州仁怀，黔军侯之担败走。

戊、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败川军廖泽，占九龙山。

己、蒋委员长自奉化到上海。

庚、外交部消息驻比利时公使张乃燕辞职（张在公使任内屡有贻笑外人事）。

１﹐１６（一二，一二）

甲、红军董振堂占领川黔边之松坎，败川军于酒店垭。

乙、红军彭德怀占贵州茅台，进向赤水，赤水兵工厂工人应之。

丙、刘湘到泸州布防，即返重庆。

丁、四川剿匪总司令部自成都移设重庆。

戊、国际记者团二十六人自南京赴江西视察。

己、热河日军纷自多伦出动。

庚、蒋委员长访段祺瑞于上海。

１﹐１７（一二，一三）

甲、热河日军宣称以相当计划对待察省宋哲元军。

乙、何应钦自太原到北平。

丙、第一师丁德隆旅接防川北广元昭化。

丁、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师长侯之担以连失要地，在重庆被行营参谋团扣留。

戊、蒋委员长严禁各军向民间滋扰搜索。

己、蒋委员长在上海接见银行钱业界领袖张嘉璈等。

庚、驻比公使张乃燕否认辞职（乃叔张静江支持之）。

１﹐１８（一二，一四）

甲、日本关东军发表文告，将断然扫荡宋哲元军。

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称察东安谧，无何事故。

丙、蒋委员长自上海到南京。

丁、黔军柏辉章、蒋在珍师收复湄潭。

戊、红军董振堂自贵州松坎北攻川黔边境之观音桥，为川军所阻。

己、刘湘委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郭勋祺为总预备队总指挥。

庚、国民政府以孔子嫡系裔孙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以颜子、曾子、子思、

孟子嫡系裔孙为复圣、宗圣、述圣、亚圣奉祀官，均以简任官待遇。

１﹐１９（一二，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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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伪军向察东沽源移动，强指该县之长梁、乌泥河、五道沟、永安堡一带属热河省，应

为【满洲国】领土。

乙、日本经济考察团到冀东。

丙、北平政整会委员长黄郛到南京（昨日离北平）。

丁、汪兆铭夫人陈璧君到山东泰安，访冯玉祥。

戊、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到常德，督剿贺龙、萧克、王震。

己、红军经休息整编后，退出遵义，全军北上，黔军柏辉章师收复遵义，蒋在珍师收复绥阳。

庚、红军进至川南永宁河，与川军激战。

辛、川北红军徐向前进攻苍溪、南部、阆中，川军邓锡侯、田颂尧部拒之。

壬、中央军胡宗南部四团接防川北广元昭化。

１﹐２０（一二，一六）

甲、国际记者团到江西南城视察。

乙、四川省府主席刘湘发行公债一万二千万元。

１﹐２１（一二，一七）

甲、察省代表秦德纯、岳开先与日方代表松井商谈察东事件。

乙、蒋委员长与汪兆铭、黄郛会谈。

丙、川北红军徐向前自苍溪强渡嘉陵江。

丁、川军廖泽师收复黔北松坎（一作１﹐２４）

。

戊、剿匪军俞济时赵观涛击溃红军方志敏部（即北上抗日先遣队）于浙赣边境之金刚峰。

己、班禅自新召庙赴宁夏阿拉善旗。

庚、上海通易银行停业。

１﹐２２（一二，一八）

甲、日外相广田在议会演说，中国排日风潮未息，日本期望中国觉醒，共同负担东亚和平之

责，中日悬案，已渐解决，中国人民已渐了解日本诚意，盼双方共同促进此种倾向。

乙、黔北红军主力全部西去，抵温水东皇殿，黔军蒋在珍师收复桐梓。

丙、湖南陈渠珍师收复湘西永顺。

丁、经济委员会全国水利会在南京举行首次会议。

戊、行政院派陈公博、陈立夫、张嘉璈等七人为盐政改革委员会委员。

己、中东铁路收售谈判妥协，价一万四千万日元。

１﹐２３（一二，一九）

甲、察东日军侵占沽源长梁乌尼河，其炮队空军轰炸东栅子，步兵进犯独石口东北长城线，

军民死伤四十余人。

乙、红军占贵州鳛水。

１﹐２４（一二，二０）

甲、日本飞机轰炸独石口，毁民房五十余间，军民死伤二十八人。又在东沟子投弹，死伤三

十余人。

乙、中央常会议决各报之善意言论均得自由刊布，但不得宣传与三民主义不兼容之主义。

丙、蒋中正、汪兆铭电新疆督办盛世才、主席李溶，谓聘用外籍顾问及借用外款，须依中央

规定办理，并令将顾问姓名、籍贯、职务、期限、薪俸详细开列，连同借款合同全文，送达

中央。

丁、川北红军徐向前越嘉陵江，袭击广元，败中央军第一师丁德隆旅。

戊、红军彭德怀占贵州赤水土城，拟北渡长江。

己、浙皖赣边区剿匪军指挥官俞济时、师长赵观涛擒共产党赣东省主席兼东南军事委员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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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方志敏、第十军团长刘畴西、第十军长王如痴于赣东怀玉山（７﹐６方在南昌被杀）。

庚、伪【满】与外蒙军队在贝尔湖附近发生冲突。

辛、黄节卒。

１﹐２５（一二，二一）

甲、广田在国会宣称，中日不至于发生战争。

乙、首任意大利大使罗亚谷诺呈递国书。

丙、王宠惠离京赴沪，京粤合作无结果。

丁、川军郭勋祺师破红军（第一、第五军团）于贵州温水东皇殿。

１﹐２６（一二，二二）

甲、胡汉民对记者谈，否认北上。

乙、察东日伪军续增。

丙、黔北红军退出娄山关。

１﹐２７（一二，二三）

甲、察东日军占领东栅子（明日后退）。

乙、红军第八、第九军团进至川南古蔺。

丙、红军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在龙岗附近（小布）为清剿军第九十四师李树森击毙。

丁、湘西陈渠珍部遵令缩编。

戊、国际记者团自江西返抵南京。

１﹐２８（一二，二四）

甲、川军郭勋祺师破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于赤水土城。

乙、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第二十六、二十七军）

东占山西岢岚（

寻退去）。

丙、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否认新疆苏维埃化，夺取外国领土不合苏联政策，苏联无

条件拥护中国各部之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丁、财政部赋税司报告废除苛捐杂税已达二千六百余种。

１﹐２９（一二，二五）

甲、日使有吉明谒汪兆铭谈中日关系调整，要求彻底取缔排日运动。

乙、蒋中正接见日本武官铃木美通中将（时铃木又与影佐祯昭中佐晤唐有壬、熊式辉）。

丙、北平日武官高桥谒何应钦，商谈察东事件。

丁、中央军薛岳之第六路克贵州仁怀，败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部。

戊、红军徐向前部围攻川北广元。

己、川北剿匪军六路出击。

庚、任命徐源泉为鄂湘川边区剿匪总司令。

辛、太古公司通州轮在扬子江口遇劫。

１﹐３０（一二，二六）

甲、蒋中正约见日使有吉明，黄郛、唐有壬在座，盼中日亲善，并拟发表宣言，有吉指摘中

国仍作排日运动（当晚黄访有吉，告以改由汪兆铭发表亲善演说）

。

乙、日军进攻蒙边，占领贝尔湖之喀尔喀庙（高开庙）。

丙、川军郭勋祺师收复贵州赤水土城，毛泽东、彭德怀走古蔺叙永（是役彭部损失甚重，北

渡长江不成）。

１﹐３１（一二，二七）

甲、第一师胡孙宗部丁德隆旅大破红军徐向前之第三十及三十一军于广元乌龙堡，毙其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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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琴秋，徐部转向北进（一作１﹐２９）；西合朱毛计划失败。

乙、黄郛、杨永泰、熊式辉会商，以保全东北主权，中日平等和好为对日外交方针（次日熊

晤影佐祯昭）。

丙、南昌军事委员长行营结束。

丁、前浙江省府主席、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鲁涤平病卒，年四十八岁。

戊、广西第七军军长廖磊到贵阳，晤薛岳、周浑元、吴奇伟、万耀煌（２﹐２离去，本月中

旬，桂军师长覃连芳曾来）。

２﹐１（一二，二八）

甲、蒋委员长发表谈话，中日须以平等原则，开诚相见，中国过去反日之情感，与日本对华

优越之态度，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答１﹐２２广田演说）。

乙、徐道邻（树铮子）发表【敌乎，友乎】一文，论中日关系（

此文系陈布雷奉蒋委员长命所撰，由徐出名发表）。

丙、红军前队抵川滇边境威信，为滇军鲁道源所击退。

２﹐２（一二，二九）

甲、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代表张樾亭（第三十七师参谋长）与日方代表谷实夫（日第十三旅

团长）会晤于沽源大滩，商察东问题，日军允返回原防，我军不进入东栅子、石头城子、南

石柱子之线及其以东地域，并交还热河民团枪弹。

乙、日外相广田答某议员，对华政策仍根据天羽声明之主旨。

丙、蒋委员长自京赴庐山。

丁、蒋委员长悬赏购缉共军首领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及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

张国焘。

戊、蒋委员长改以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一

路军辖刘建绪、李云杰、李韫珩、李觉四个纵队，共八个师，围剿贺龙、萧克。二路军辖吴

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四个纵队，共十二个师、四个旅，围剿红军主力）。

己、川军邓锡侯部击退庆元三磊坝之红军，东渡嘉陵江。

庚、伪【满洲国】要求外蒙军退至哈尔河以南，停止敌对行动。

２﹐３（一二，三０）

甲、川北红军徐向前、张国焘退出万源。

乙、红军朱德猛攻川南叙永。川军败之于三岔，红军渡江计划不成。

２﹐４（一，一）

甲、红军徐向前部入陕西南郑境。

乙、红军朱德攻占川南古宋、兴文。

丙、刘湘到泸州（２﹐６回重庆）。

丁、蒋委员长到庐山（杨永泰、熊式辉来见，商对日外交）。

戊、察东日军撤退。

２﹐５（一，二）

甲、行政院决议增加中央银行资本六千万元。

乙、天津沈阳间陆线电报恢复。

丙、红军朱德占川南长宁。

２﹐６（一，三）

甲、云南省府主席龙云就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职。

乙、红军占川南珙县，进攻高县，为川军陈鸣谦师所败。

丙、红军彭德怀部进入云南威信。

丁、红军徐向前部放弃川北仪陇退集南江，川军邓锡侯收复羊模坝，陈绍堂旅收复仪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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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红军主要人物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总指挥徐向前，副

指挥王树森，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第四军长王洪坤，第九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第三

十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第三十一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曾传六，第三十三军长王

维周，政治委员陶先理。上月张徐等在旺苍会议，决集中力量，准备突围）。

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北平，殷同、殷汝耕偕行。

２﹐７（一，四）

甲、察省我军发还热河民团枪械。

乙、东京东洋经济社举行中日亲善座谈会。

丙、美国盛传中日妥协。

丁、滇军孙渡部自贵州毕节西进，堵截入滇红军，中央军薛岳部亦向大定出动。

２﹐８（一，五）

甲、川南红军占庆符。

乙、四川剿匪军第五路彭成孚师克巴中，徐向前主力集南江、广元。

丙、班禅自宁夏电告，西陲宣化署在宁夏阿拉善旗成立。

２﹐９（一，六）

甲、四川剿匪第五路收复通江。

乙、蒋中正电汪兆铭，商请王宠惠过东京一行，访日当局，探明日方真意。

丙、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北平访晤王克敏、袁良等事毕，本日到天津。

丁、交通、金城、上海等五银行成立【农业贷款银团】。

２﹐１０（一，七）

甲、红军占云南威信。

乙、四川新省政府成立，主席刘湘发表治川政见。

丙、蒋委员长召张学良、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陈诚、熊式辉、刘镇华、毛炳文、罗卓

英等在庐山，商整军方案。

２﹐１１（一，八）

甲、滇军孙渡部与红军激战于威信镇雄间。

乙、红军徐向前自川北入陕南。

丙、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宴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

丁、国际联盟第二任驻华技术联络员哈斯到南京。

２﹐１２（一，九）

甲、行政院决议以俞家骥代何其巩为北平政整会秘书长。

乙、海军第三舰队在刘公岛祭丁汝昌（本日为丁殉国五十周年纪念）。

丙、王宠惠与黄郛在上海商访日事。

２﹐１３（一，一０）明令敦睦中日邦交（２﹐２０通知日本，禁止反日及抵制日货言论）。

２﹐１４（一，一一）

甲、蒋委员长在庐山对日记者谈，道义二字为中日提携及为解决中日难局之根本原则，首先

须改善两国间之现状，恢复正常关系，并谓中国不适于独裁。

乙、红军在云南镇雄为滇军所阻，折回川境。

丙、铁道部顾问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勘察绥远新疆公路毕，返抵南京。

２﹐１５（一，一二）

甲、行政院及军事委员会通令保护健全舆论。

乙、蒋委员长电令豫鄂皖赣浙闽各省确定建设与绥靖中心工作（

另电限四月前肃清豫鄂皖三省边区残匪）。

丙、中央第九军上官云相部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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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红军主力与滇川军续在云南盐津、威信及四川珙县、兴文接触。

戊、日本驻沪商务官横竹与外相广田商讨中日经济提携问题。

己、驻榆日特务机关长仪我与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在平商保安队开入战区（冀东）问题。

庚、汪兆铭院长在上海晤黄郛、王宠惠。

辛、东北抗日联军发表统一组织宣言。

２﹐１６（一，一三）

甲、王宠惠离上海往日本（２﹐１９抵东京）。

乙、日参谋部第二部长矶谷廉介到北平，访于学忠王克敏。

丙、红军再占川南古蔺。

丁、蒋委员长自庐山到南昌，撤销行营。

戊、黄慕松自拉萨回抵南京。

己、上海金融顾问委员会成立。

２﹐１７（一，一四）

甲、川军邓锡侯部接防四川广元（红军徐向前部已北入陕西，占宁羌（寻败陕军孙蔚如师王

劲哉旅，占沔县）。

乙、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自青岛到上海。

丙、冀东滦县保安队与民团冲突。

２﹐１８（一，一五）

甲、第二路军周浑元纵队抵贵州毕节，红军自四川古蔺折回，东渡赤水，复入黔境，剿匪军

万耀煌师自遵义进向仁怀。

乙、黄郛与土肥原晤谈：一、满洲问题未解决前，日应表示，不再有侵害中国领土主权行为

（土肥原希望进一步共同防俄），二、改善刺激中日感情之言论行动，三、以平等精神谋悬

案解决，以互惠精神谋经济提携。

丙、财政部公布进口白银于出口时免税。

丁、美使约翰逊在京谈白银问题美正研究解决办法。

戊、上海地方协会、巿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共商防救巿面衰落办法。

２﹐１９（一，一六）

甲、日本对华债权整理会召开大会，进行整理中国借款（据云总额约七万万元）。

乙、新生活运动一周年纪念，蒋委员长在南昌讲演，并发表告同胞书，倡导生活军事化、生

产化、艺术化三原则。

丙、行政院决议任薛岳为贵州绥靖主任（中央势力正式控制贵州）。

丁、国民政府领给斯文赫定勋章。

２﹐２０（一，一七）

甲、王宠惠与日外相广田弘毅会谈约三小时，希望中日协力亲善，促进经济提携。广田谓如

中国严禁反日运动，日愿予中国以任何协助。

乙、汪兆铭在中央政治会议讲演，以诚意及和平方法，解决中日纠纷。

丙、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南京。

丁、日本东亚兴业银行理事内田来华，进行整理西原借款。

戊、驻英公使郭泰祺与英外相西门讨论远东局势。

己、蒋委员长自南昌赴汉口，并通告将行营移于武昌，张学良为主任。

庚、蒋委员长嘉奖四川将领打破防区交还政权，令克日移交。

辛、川军田颂尧部收复苍溪。

壬、红军又折回黔北土城。

２﹐２１（一，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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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王宠惠招待日本军政及实业界领袖，并先后与众议院议长滨田、陆相林铣十郎等会谈（林

氏谓中日提携，中国须停止排日的言动，王谓须双方协力除去两国间复杂事情之原因）。

乙、美大使约翰逊访汪兆铭。

丙、汪兆铭宴土肥原。

丁、驻苏俄大使颜惠庆离上海返任，戏剧及电影演员梅兰芳、胡蝶应苏俄文化协会之邀同行。

戊、蒋委员长到汉口。

己、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以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陶广、李云杰、李韫珩、李觉为纵队司令。

２﹐２２（一，一九）

甲、王宠惠访日本首相冈田，递信省大臣床次，民政党主席若槻，并应外相广田宴。

乙、土肥原自南京到上海。

丙、上海工商界杜月笙、钱新之、陈光甫、张嘉璈等谒孔祥熙，请救济巿面。

２﹐２３（一，二０）

甲、王宠惠访日本前陆相荒木贞夫等。

乙、追剿军万耀煌师及滇军安恩溥、鲁道源、龚顺璧旅，黔军何知重师进向黔北土城，谋包

围红军。

丙、上海地方协会、巿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又举行会议，商救济工商业问题。

丁、共产党首要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离江西瑞金，拟赴汕头，行抵福建武平水口，为保

安团长锺绍葵所捕，何被击毙（瞿被解往长汀第三十八师宋希濂处）。

２﹐２４（一，二一）

甲、王宠惠出席日本众议院各派议员谈话会。

乙、蒋委员长委朱绍良、杨虎城为剿匪军第三路正副总司令，本日杨在西安就职，代行总司

令职权（时红军张国焘、徐向前已占领沔县、宁羌、褒城、略阳、阳平关，自２﹐２１起与

陕军在褒河以西激战。又红军徐海东部同时亦自河南进入陕南）。

丙、第一路军陶广、郭汝栋等师败红军贺龙、萧克于大庸沅陵。

２﹐２５（一，二二）

甲、毛泽东、朱德以自川南渡江被阻，突破黔军防线，自土城东皇殿东走，再占桐梓。

乙、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树常、万福麟谒蒋委员长商整编事（

３﹐２离汉）。

丙、王宠惠访日本政友会总裁铃木等。

丁、日武官松井等纷至绥远、山西游历。

２﹐２６（一，二三）

甲、日本外务省声明，谓孙中山之主义与广田政策吻合，东亚和平端在中俄对日谅解。

乙、王宠惠再访日外相广田。

丙、黄郛又上莫干山，驻平政整会参议李择一赴日本。

丁、上海申新纱厂第七厂因债务被汇丰银行拍卖，日商丰田纱厂以二百二十万元拍进（以各

方力争，由申新经理荣宗敬先付利息，拍卖作罢）。

戊、行政院决议以陶履谦、许修直为内政部次长。

己、红军毛泽东朱德占贵州娄山关，黔军杜肇华旅走遵义。

２﹐２７（一，二四）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保障人民生命财产案。

乙、汪兆铭、蒋中正通令严禁反日运动。

丙、日外务省再发表声明，日本希望中国同负东亚和平及治安维持之责，增进友好关系，并

无破坏现存条约之意。

丁、王宠惠离东京。广田在议会报告，中日亲善顷已好转，王氏谈话要点为中日关系应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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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法，使其密切，外交为和平对等外交，国民亦应互相融和。

戊、陕军孙蔚如师收复陕西沔县，徐向前部退去。

己、红军第二十五军徐海东占陕西祚水（三月，败杨虎城部独立第二旅，俘旅长张汉明，折

而东去）。

２﹐２８（一，二五）

甲、孔祥熙宋子文飞汉口，谒蒋委员长，商财政问题（谋改组中国及交通银行）。

乙、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结束（改设武汉行营，张学良任主任）。

丙、红军第一军团林彪、第三军团彭德怀再占遵义，败黔军王家烈及第四军吴奇伟部。甫抵

遵义附近之中央军韩汉英、唐云山师南撤（此为红军西趋后之一大胜利）。

丁、川黔军收复桐梓。

戊、班禅离阿拉善旗前往青海。

己、中央常会决议以叶楚伧为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庚、行政院定明年为儿童年。

３﹐１（一，二六）

甲、武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成立，主任张学良，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钱大钧，陆军整

理处长陈诚。

乙、日外相广田在议会宣称，将一反以前与中国地方当局交涉之政策而与中央谈判以解决各

悬案。

丙、英大使林德赛与美副国务卿费列勃斯会谈中日提携问题。

丁、上海巿商会电请政府迅筹救济巿面大计（３﹐４一百六十余工商团体再电蒋、汪请救济）。

戊、四川省府定，田赋每年一征，附征军费三倍。

己、国府以在浙江之孔子嫡系南宗裔孙为南宗奉祀官。

３﹐２（一，二七）

甲、蒋委员长自汉口飞抵重庆，整理川政，指挥剿匪。

乙、蒋委员长电汪兆铭，赞同２﹐２０其之对日见解。

丙、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自上海到香港与胡汉民谈中日提携（侦察西南对中日提携意

见）。

丁、日大阪每日新闻载广田之新对华方针为，如中国愿与日本共存共荣，日本将予以一切可

能之财政经济援助。

戊、第一路军总指挥刘建绪自沅陵赴黔东乌江南岸布防，阻朱毛与萧贺会合。

３﹐３（一，二八）

甲、蒋委员长电剿匪军各将领，申明赏罚。

乙、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到南京。

丙、英政府正式邀请美、日、法三国，商以财政援助中国问题。

３﹐４（一，二九）

甲、蒋委员长在重庆讲演，建设四川，三年之内，必可成为革命中心及复兴国家之基础。

乙、土肥原到广州，晤萧佛成、邹鲁、陈济棠（广州当局禁止报纸登载土肥原消息）。

丙、湘西何键、徐源泉部分路向大庸、桑植之红军贺龙、萧克进攻。

３﹐５（二，一）

甲、国民政府明令保护人民自由人权（指买卖日货，以民国约法中有【人民财产非依法律不

得查封或没收】，及【人民得自由选择职业及营业】）。

乙、王宠惠离日本赴美，发表声明，依平等基础，中日提携，并谋远东和平，其条件须列强

同能接受。

丙、英使贾德干谈对华借款，无碍中日谅解，关系各国均当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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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土肥原自广州飞抵南宁，晤李宗仁、白崇禧。

戊、华北战区新旧保安队换防。

己、第一路总司令何键到常德，督剿红军萧克、贺龙。

庚、前清太傅陈宝琛卒于北平，年八十八岁。

辛、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蔷、副主任李富春通令各级政治员，准备消灭周浑元纵队。

３﹐６（二，二）

甲、英使馆否认向中国建议借款。

乙、日外务省表示不赞成国际对华借款。

丙、平政整会参议李择一晤日外次重光葵。

丁、中政会决议成立【预算计划委员会】，并通过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纲领。

戊、鄂湘川边区剿匪总司令徐源泉在湖南澧县就职。

己、红军徐彦刚自湖北通城进迫湖南平江。

３﹐７（二，三）

甲、日使有吉明自上海到京，谒汪兆铭，谈中日关系，汪告以将继续取缔排日，否认向英美

借款。

乙、财政部长孔祥熙称，国际对华借款有相当接洽。

丙、美国副国务卿费列勃斯通知英大使，赞同借款援助中国。

丁、红军中央军区政治委员曾山，在江西会昌附近，被清剿军第八师毛秉文、第九十四师李

树森击毙。

３﹐８（二，四）

甲、红军徐向前自陕西折回四川苍溪，猛攻阆中，川军田颂尧、李家钰部失利。

乙、土肥原自广西再至广州，续访各要人（明日去香港，再晤胡汉民）。

丙、财长孔祥熙与上海金融界商讨救济巿面，并发表声明，否认即将改革币制。

丁、电影明星阮玲玉在上海自杀。

３﹐９（二，五）

甲、外交部发言人谈，国际对华借款尚无具体提案及组织。

乙、外交部电令颜惠庆再向苏俄抗议其非法出售中东铁路。

丙、何键到沅陵，李觉、陶广、章亮基等师连日与红军第二军团贺龙，第六军团萧克战于大

庸永顺。

丁、徐庭瑶、俞飞鹏率领之军事交通考察团自欧洲回抵上海（俞先于３﹐１到）。

３﹐１０（二，六）

甲、连日盛传政府于币制将有变动，放弃银本位。

乙、国联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哈斯到北平。

丙、第十九师李觉、第二十六师郭汝栋克复大庸，红军贺龙走桑植。

丁、天津各地日军举行大演习。

３﹐１１（二，七）

甲、苏俄与伪【满】及日本在东京订立中东铁路让售草约（售价一万四千万日元，苏籍铁路

人员退职金三千万元）。

乙、外交部声明苏俄出售中东铁路为不合法，中国对该路一切权利仍予保留。

丙、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自南京赴莫干山访黄郛。

３﹐１２（二，八）

甲、蒋委员长处分川北剿匪不力之将领田颂尧、罗泽洲等。

乙、红军自遵义西趋鸭溪，进攻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及川军郭勋祺师收复贵州遵义，红

军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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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自香港到福州（明日访陈仪）。

丁、武昌行营陆军整理处成立，陈诚任处长。

３﹐１３（二，九）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黄慕松代石青阳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乙、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开幕。

丙、日军派员点验我战区新保安队。

丁、第十八军罗卓英部会同粤军第一军余汉谋连日击破赣南留屯之红军于雩都会昌，俘中央

军区及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刘伯坚。

戊、驻俄大使颜惠庆及梅兰芳剧团到莫斯科。

３﹐１４（二，一０）

甲、英使贾德干访兼任外交部长汪兆铭，商经济援助问题。

乙、山海关、古北口日军禁止华人出关。

丙、红军徐向前再占四川苍溪。

丁、日外相广田弘毅训令有吉明，中国借款须尊重日本地位，并自力更生。

３﹐１５（二，一一）

甲、蒋委员长严禁四川将领干政。

乙、红军主力第一第五（三？）军团进攻仁怀南之鲁班场，为第二纵队周浑元（万耀煌、谢

溥福、萧致平师）所败。第一纵队吴奇伟（梁华盛师）破第三军团于枫香坝。

丙、日少将土肥原自福州赴上海。

３﹐１６（二，一二）

甲、外交部向九国公约国致送节略声明对中东路非法买卖不予承认，并保留一切权益。

乙、红军走仁怀、茅台，西渡赤水河（第三次）

。

丙、李烈钧到泰山访冯玉祥。

丁、赴东北旅客在榆关被阻者达千余人。

戊、德国宣布重整军备。

３﹐１７（二，一三）

甲、蒋委员长严禁川军将领苛敛勒征，压迫民众。

乙、陕军孙蔚如师总攻宁羌之红军。

丙、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闭幕。

３﹐１８（二，一四）

甲、蒋委员长在重庆训话，禁绝鸦片，取消防区，实行征工，推行新运以建设新四川。

乙、外交部正式发表声明书，否认中东铁路非法买卖。

丙、川军潘文华部收复贵州仁怀，红军西走古蔺。

丁、何成浚奉命自重庆飞抵贵阳，与薛岳商剿匪军事。

戊、行营陆军整理处长陈诚到北平商洽整军。

己、教育部定中英、中美、中法、中比庚款补助边省教育办法。

３﹐１９（二，一五）

甲、北平军分会驻陕北（榆林）参谋团出发，主持陕北剿共军事，毛侃为主任。

乙、红军第四方面军开始西渡嘉陵江。

丙、黔北红军主力复自茅台西渡赤水（第四次）

。

丁、行政院决议任王固盘为厦门巿长。

戊、苏俄发出撤回中东铁路俄籍职员之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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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日外相广田弘毅训令有吉明，设法阻止中国借款。

３﹐２０（二，一六）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发行公债一万万元，救济工商业，充实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资力

（中国交通二行增官股）。

乙、红军三占川南古蔺。

３﹐２１（二，一七）

甲、汪兆铭、孔祥熙发表谈话，增加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资本，在于便利工商业通融资

金。

乙、驻俄大使颜惠庆向俄外交委员会质问新疆交涉情形。

丙、东北伪组织颁布禁止各国劳工入口办法（阻止华工出关）。

丁、日本朝日新闻社飞机到南京访问。

３﹐２２（二，一八）

甲、红军在川南被阻，再自古蔺东渡赤水（３﹐１９）进攻土城。

乙、湘西剿匪军第五十八师陈耀汉克桑植，红军第二军团贺龙、第六军团萧克分走永顺、龙

山。

丙、上海银行界组织之【中华农业合作贷款团】

到天津。

３﹐２３（二，一九）

甲、苏俄与伪满之中东铁路非法买卖协议正式在东京签字。

乙、红军三占贵州仁怀。

丙、河北玉田民团抗拒改编。

３﹐２４（二，二０）

甲、蒋委员长自重庆飞抵贵阳。

３﹐２５（二，二一）

甲、陕甘剿匪军马鸿逵师围攻红军刘志丹、高岗于庆阳、合水、正宁、宁县。

乙、前第四军军长张发奎自欧洲返国抵南京。

丙、河北玉田民团团总王继宗被捕，变乱解决。

丁、日本关东军举行幕僚会议，土肥原报告来华经过。

戊、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卒于上海。

３﹐２６（二，二二）

甲、行政院决议以马超俊代石瑛为南京巿长。

乙、英使贾德干晤孔祥熙商洽借款。

３﹐２７（二，二三）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蒋中正为特级上将，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

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为一级上将，陈调元、韩复矩、宋哲元、刘湘、刘峙、徐永昌、于

学忠、商震、傅作义、龙云、何成浚、朱绍良、白崇禧、顾祝同、万福麟、何键、杨虎城、

刘镇华、蒋鼎文、徐源泉为二级上将。

乙、立法院通过一万万元之金融公债条例。

丙、日使有吉明到南京。

３﹐２８（二，二四）

甲、红军徐向前大破川军田颂尧于苍溪阆中间杜李坝、百里坝，突过嘉陵江。

乙、第一师胡宗南部收复陕西宁羌，红军张国焘退回川北。

丙、国府派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原任中国银行总裁）、陈行为副总裁。

３﹐２９（二，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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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秦皇岛走私日人鎗伤海关税警。

乙、斯大林接见英专使艾登。

丙、红军毛泽东、朱德，经遵义西南之鸭溪南趋。

３﹐３０（二，二六）

甲、中国银行接受政府改组该行办法，再增官股一千五百万元（

官股共二千万元，商股二千万元。张嘉璈脱离中国银行，此为蒋委员长及孔祥熙、宋子文主

张，乃改革币制之初步）。

乙、吴敬恒、张人杰、李煜瀛自上海到重庆。

丙、驻日公使蒋作宾离东京赴台湾（以伪满洲国溥仪将到日）。

３﹐３１（二，二七）

甲、红军毛泽东、朱德南渡贵州乌江进至息烽。

乙、红军徐向前部占领川北阆中剑门关，败邓锡侯部。

丙、李宗仁、陈济棠在广州商贵州问题。

丁、公布刑法施行法、刑事诉讼施行法。

戊、中国酒精厂在上海成立。

己、截至本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雩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二千余枝、机关

枪五十余挺。另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八千枝，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

门，迫击炮三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二百余担。

４﹐１（二，二八）

甲、蒋委员长在贵阳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

乙、红军徐向前占四川南部县。

丙、红军第二十五军徐海东占陕西龙驹寨（五月攻破荆紫关）。

丁、宋子文代张嘉璈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为总经理。

４﹐２（二，二九）

甲、红军朱德、毛泽东逼近修文、贵阳，蒋委员长亲督李韫珩军破之于息烽、黑神庙、潮水

场（红军约五万余）。

乙、红军徐向前攻占四川剑阁。

丙、蒋委员长命将四川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兼第二十九军长田颂尧撤职查办。

丁、行政院派郑天锡为伦敦艺术国际展览会特派员。

戊、伪【满洲国】康德帝溥仪自长春赴日本答谢。

４﹐３（三，一）

甲、滇军孙渡（第二路第三纵队）赶抵贵阳，红军朱德、毛泽东等自息烽修文东走。

乙、中央政治会议以丁超五、苗培成、陈肇英、高一涵、方觉慧、周利生、戴愧生为江苏、

皖赣、闽浙、湘鄂、豫鲁、河北、甘宁青监察使。

丙、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自南京回抵天津。

丁、中国生理学会在北平举行年会。

４﹐４（三，二）

甲、川军王缵绪师收复南部。

乙、全国庆祝儿童节。

４﹐５（三，三）

甲、红军自贵州修文东走开阳、瓮安。

乙、前新疆省府主席金树仁在京被法院判处三年半徒刑。

丙、驻美公使施肇基演说，指摘美国购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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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三，四）

甲、傀儡溥仪到东京，访日皇。

乙、蒋委员长在贵阳召见孙渡、周浑元、万耀煌，指示剿匪方针。

丙、第一师胡宗南部接防四川广元昭化。

丁、南昌举行追悼剿匪阵亡将士会。

戊、中国天文学会及气象学会分别在京举行年会。

４﹐７（三，五）

甲、红军朱德、毛泽东自瓮安、黄平南趋。

乙、川军唐式遵部收复南江，红军趋昭化、广元。

丙、贵州省府主席王家烈辞职。

丁、蒋委员长令各省调查荒山荒地，限两月内汇报。

戊、河北省政府严查私运现银出口。

己、中央代表张继谒黄帝陵，举行民族扫墓礼。

４﹐８（三，六）

甲、红军第一军林彪折向贵阳，趋贵定、龙里。

乙、红军徐海东退出陕西龙驹寨。

丙、驻华日本总领事在上海会议，决消灭中国之反日运动。

丁、参加伦敦艺术展览会在上海举行预展。

４﹐９（三，七）

甲、红军朱德、毛泽东复西逼贵阳（佯攻），滇军孙渡部鲁道源、龚璧旅破之于贵阳龙里间

之黄泥哨观音山。

乙、湘军章亮基、陶广师收复永顺，李觉师克复红军根据地塔窝。

丙、湘南红军师长李宗保投诚，到长沙。

丁、察省主席宋哲元赴察北视察。

戊、中英换文，重划滇缅南段界务。

己、财政部定于二十四年度开征所得税。

庚、棉制代表团长陈光甫（辉德）、财政部次长郭秉文与美国财政部商谈中国币制问题。

４﹐１０（三，八）

甲、蒋委员长派李仲公为贵州临时行政特派员。

乙、红军自贵阳附近南占青岩、定番（意在脱离国军之追击）。

丙、新任驻土耳其公使贺耀组赴任（返国述职之驻比公使张乃燕同行）。

丁、美国提高新产银价格。

４﹐１１（三，九）

甲、长垣贯台黄河口门合龙。

乙、蒋委员长在贵阳召见各将领，指示剿匪机宜，防红军趋毕节大定。

丙、红军自贵州青岩占广顺，滇军孙渡收复定番。

丁、察省主席宋哲元到滂江，晤德王。

４﹐１２（三，一０）

甲、立法院通过学位授予法。

乙、宋哲元自滂江返张垣。

丙、王家烈、犹国才就任第二路追剿军总、副指挥职。

丁、蒋委员长取缔银行放款，掠取农利。

４﹐１３（三，一一）

甲、红军徐向前占梓潼，猛攻江油，第二十八军杨晒轩旅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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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红军占贵州紫云，滇军孙渡收复贵州广顺。

丙、蒋委员长令豁免贵州田赋一年。

４﹐１４（三，一二）

甲、行营主任张学良飞抵贵阳谒蒋委员长。

乙、蒋委员长嘉奖剿匪军第二路第三纵队指挥孙渡。

丙、中国哲学会在北平成立。

丁、黔军王家烈败红军罗炳辉部于紫云猫场，红军伤亡四百余人。

４﹐１５（三，一三）

甲、日使有吉明晤汪兆铭辞行，对中国停止排日运动表示满意。

乙、上海外商连日运大批白银出口。

丙、美国向日本抗议其独占满洲石油。

４﹐１６（三，一四）

甲、孔祥熙谈话将提高平衡税以应付美国之继续提高银价。宋子文谈话，希望各界镇静，金

融不致恐慌。

乙、上海国际银行公会（外商银行合组）决自即日起，自动停止运银出口。

丙、行政院决议：（一）以吴忠信继王家烈为贵州省政府主席（

中央军入贵阳，两粤颇为不安，吴与李宗仁有私交，因以吴主黔，调薛岳出征剿匪，以缓和

两粤情绪）。（二）以熊斌继黄慕松任参谋本部次长。

丁、红军西渡北盘江，占贵州贞丰。

４﹐１７（三，一五）

甲、川军邓锡侯部总攻，与红军徐向前战于梓潼、江油。

乙、日本飞机擅自对华北飞航。

丙、张学良自贵阳经重庆回汉口。

丁、财政部订救济工商业放款原则，令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遵照。

戊、冀南会匪猖獗，煽惑农民滋事。

己、乌拉特西公旗石王为反对派所围困。

４﹐１８（三，一六）

甲、红军第一军团及中央人员自贵州贞丰西走兴义，第三、第五军团西北走兴仁，趋滇边，

第九军团罗炳辉由水城进盘县西北，渡盘江入云南。

乙、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薛岳自贵阳进驻关岭。

丙、川军收复阆中。

丁、陈济棠自兼广东海军司令（姜西园免职）。

戊、西南政务委员陈孚木晤日本陆相林铣十郎。

己、交通银行正式改组，增加官股。

４﹐１９（三，一七）

甲、蒋委员长规定普及体育办法，令各省遵行。

乙、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约万余人）占贵州兴仁。

丙、孙震升任第二十九军长（代田颂尧）。

丁、黄郛电汪兆铭询中央对日本飞机自由飞航华北对策。

４﹐２０（三，一八）

甲、追剿军吴奇伟纵队欧震、梁华盛师败红军于兴仁观音洞。

乙、汪兆铭到杭州，晤黄郛，商对日外交。

丙、台湾新竹、台中及澎湖大地震（死伤一万三千余人）。

４﹐２１（三，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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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财部咨各省巿防止白银外漏。

乙、蒋委员长令四川省政府整理财政。

丙、追剿军梁华盛师收复贵州兴仁，红军西趋。

丁、京芜铁路通车。

戊、何应钦连电促黄郛北返。

４﹐２２（三，二０）

甲、川军及中央军增防成都。彭诚孚收复苍溪。

乙、红军徐向前渡过松潘河。

丙、追剿军第十三师万耀煌经贵州普定镇宁郎岱，本日抵盘县。

丁、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返任，抵上海。

戊、美国远东经济考察团到上海。

己、黄郛电复何应钦，谓对日问题，枢纽全在中央，地方交涉已十完八九，无意北返。

４﹐２３（三，二一）

甲、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举行第二次大会（５﹐２１大会闭会）。

乙、班禅自宁夏到兰州（一作４﹐２０）。

丙、红军自贵州兴仁进抵盘县燕塘，前队自兴义入云南。

丁、日使有吉明回抵东京。

戊、新任日使馆武官矶谷廉介访汪兆铭。

己、行政院决议以张惠长任驻古巴公使。

４﹐２４（三，二二）

甲、美国远东经济考察团到南京（４﹐２５返上海）。

乙、美国再度提高银价。

丙、上海银号连日倒闭三家。

丁、行营主任张学良到西安。

４﹐２５（三，二三）

甲、驻美公使施肇基访国务卿赫尔，谈白银问题。

乙、孔祥熙谈话，盼人民重视国币。

丙、追剿军李韫珩、万耀煌师抵云南平彝，红军第一军团林彪、第五军团董振堂西走白水。

丁、北宁路局长殷同赴沈阳。

戊、教育部规定本年度各大学招收新生办法（文法科学生较去年增加）。

４﹐２６（三，二四）

甲、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部抵云南白水，遭飞机轰炸，死伤三百余人，前队林彪董振堂围攻

沾益。

乙、黄郛电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谓张学良、于学忠积极拉拢日方，日谋利用张、于造成

华北独立政权。于与宋哲元亦相结，宋已聘日顾问。日急进派主驱逐黄郛政权，暗杀殷同。

丙、国府令豁免贵州本年田赋。

丁、立法院通过简易人寿保险法。

戊、李济琛到香港晤蔡廷锴（蔡于４﹐１９自美抵港）。

４﹐２７（三，二五）

甲、红军第九军团罗炳辉占云南宣威。

乙、第一师胡宗南部败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于川北平武，徐部退向青川。

丙、张学良自西安飞回武昌。

４﹐２８（三，二六）

甲、第一师胡宗南击破川北摩天岭之红军，进克青川（胡部即进据松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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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红军第一军团、第五军团占云南马龙，进向易隆逼昆明。第九军团自宣威进向会泽。

丙、追剿军李韫珩师抵云南曲靖，万耀煌师抵沾益，欧震师抵白水。

丁、陈诚、吴敬恒自重庆到贵阳。

戊、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赴济南。

己、武昌金永闸落成。

庚、上海民生纱厂停业。

４﹐２９（三，二七）

甲、红军第一、第五军团占云南嵩明，第三军团占寻甸，毛泽东命迅速渡金沙江。

乙、蒋委员长令刘文辉布防金沙江，阻红军北渡。

丙、俄大使鲍格莫洛夫访汪兆铭，声明对新疆毫无领土野心。

丁、殷同经沈阳抵日本。

戊、财政部取缔上海钱庄停业。

己、美国经济考察团自上海到厦门。

４﹐３０（三，二八）

甲、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广州（５﹐２北返）。

乙、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收复四川昭化。

丙、湘军陶广、王东原、陈光中等师败红军贺龙、萧克于湘西大庸附近。

５﹐１（三，二九）

甲、红军第一、第五军团自云南嵩明趋富民，第三军团自寻甸西越普渡占禄劝、武定（周浑

元、万耀煌部到寻甸）。

乙、川军邓锡侯收复梓潼（红军徐向前集涪江沿岸）。

丙、张学良自汉口二次飞抵贵阳，谒蒋委员长。

丁、何应钦自济南到青岛。

戊、殷同在东京访日本外务省。

己、任命徐庭瑶为训练总监部交通兵监。

庚、西安兰州公路通车。

５﹐２（三，三０）

甲、红军第一、第五军团自云南富民经武定进向元谋，第三军团自武定团街北走，第九军团

占会泽。

乙、红军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自湖南郴县出亡。

丙、北平巿长袁良及日本归来之李择一到莫干山谒黄郛。

丁、中央常会通过廖仲恺迁葬南京办法。

戊、法俄互助条约签字。

５﹐３（四，一）

甲、是夜红军（第三军团）由刘伯承率领，开始自云南禄劝绞车渡、鲁车渡、红门渡渡金沙

江（一作６﹐１。西康刘文辉部毫未设防，龙云亦有意以邻为壑）。

乙、日外相广田演说，中日关系极度转好，主在上海大阪分设中日经济委员会（通商评议会）。

丙、天津【振报】主笔白逾桓及【国权报】主笔胡恩溥（均汉奸）在日本租界被暗杀。

丁、胡宗南之代表谢义锋团长与阿坝土司成立协议，阿坝土司允助国军剿匪。

戊、川北邓锡侯、王缵绪各军向彰明、江油、北川之红军总攻。

己、蒋委员长在贵阳火塘视察苗民。

庚、中印学会成立于南京，蔡元培、戴传贤主之。

５﹐４（四，二）

甲、红军（第一军团）约五千人自云南龙街渡、白滩北渡金沙江，占领四川通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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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追剿军第二路前敌总指挥薛岳到昆明，晤龙云。

丙、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载易水【闲话皇帝】，于日本天皇加以讥诋（６

﹐２４日本抗议）。

丁、日本政友会议员藤沼庄平等之考察团到上海。

戊、美国经济考察团抵青岛。

己、中法越南及中国边省关系专约在南京由汪兆铭及法使魏尔登签字。

５﹐５（四，三）

甲、日军进至河北遵化罗文峪，攻击热河义勇军孙永勤。

乙、红军徐向前进至茂县土门。

丙、红军贺龙萧克自大庸桑植进至慈利石门。

丁、何应钦自青岛经济南到天津。

戊、英国铁道专家海孟德应聘抵上海。

己、第三国际中国支部情报机关干部陆海防在上海被捕（该机关主持人约瑟夫华尔顿及黄维

佑、袁殊等亦相继被捕）。

５﹐６（四，四）

甲、中国代表陶尚铭、朱式勤与日武官高桥坦、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在天津会商战区

新保安队换防事（日方谓人数超过五千）。

乙、何应钦在天津晤在野政客军人靳云鹏、曹汝霖、王承斌、潘复、吴毓麟、鹿锺麟、陈光

远等，即返北平。

丙、贵州新政府成立，主席吴忠信就职。

丁、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天津。

５﹐７（四，五）

甲、日内阁通过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

乙、行政院决议：（一）派犹国才为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官（

黔军），（二）派孙震为四十一军长（川军），（三）以前贵州主席王家烈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丙、上月初在福建武平被擒之共产党首要瞿秋白解抵龙岩。

５﹐８（四，六）

甲、红军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等大部分自云南元谋、武定、禄劝渡过金沙江，北入

四川（第九军团罗炳辉自巧家西渡）。

乙、川军邓锡侯、王缵绪部进攻彰明。红军徐向前西渡涪江。

丙、日议员藤沼庄平等自上海往南京，考察经济。

５﹐９（四，七）

甲、红军第一军团围攻四川会理（红军仅有船六只，渡江后即予沈毁）。

乙、川军第六路王缵绪攻克重华堰。

丙、全国举行国耻纪念会。

丁、驻俄大使颜惠庆再向俄政府质问新疆借款交涉。

戊、美国经济考察团抵北平。

５﹐１０（四，八）

甲、蒋委员长自贵阳飞抵昆明，受盛大欢迎。

乙、川军邓锡侯、王缵绪收复彰明，涪江以东肃清。

丙、湘军李觉击退慈利附近之红军贺龙、萧克，收复通津铺。

丁、上海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再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答复各方学者批评。

５﹐１１（四，九）

甲、新编河北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部开入冀东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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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班禅自兰州赴西宁。

丙、宁夏云亭渠举行开水礼。

丁、日本武官高桥坦见何应钦，指蒋中正为两重外交，张学良仍操纵河北省政，５﹐３天津

暗杀事件系中国有力团体所为，应彻底查明（何即电蒋及汪兆铭、黄郛）。

５﹐１２（四，一０）

甲、蒋委员长在昆明讲演，希望全滇民众负起复兴民族之责。

乙、立法院院长孙科到西安视察。

丙、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近二年财政报告及经济建设纲要。

丁、中德文化协会成立。

５﹐１３（四，一一）

甲、殷同、蒋方震在东京与日银行界商中日经济提携。

乙、中央军第四师抵云南元谋。

丙、前驻防烟台之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在南昌鎗决。

丁、山东淄川鲁大公司煤矿淹井，死工人六百余。

５﹐１４（四，一二）

甲、日本军部不以中日使节升格为然。

乙、行政院决议任徐堪为财政部次长。

５﹐１５（四，一三）

甲、红军朱德、毛泽东攻占四川会理（守军为刘元璋旅）。

乙、红军徐向前攻占土门，败邓锡侯军陶凯师。

丙、热河义勇军孙永勤入长城内遵化境。

５﹐１６（四，一四）

甲、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与苏俄订立五百万金卢布贷款合同（盛俄密约）。

乙、追剿军李韫珩败红军于云南巧家，渡过金沙江红军第九军团罗炳辉西入四川。

丙、红军徐向前自土门进茂县（放弃绵阳、安县）。

丁、立法院长孙科自西安飞抵兰州（明日飞西宁）。

戊、第一任驻土耳其公使贺耀组呈递国书。

５﹐１７（四，一五）

甲、英美通告外交部，决定将驻华公使晋升大使。

乙、中日使节晋升大使，中国即以蒋作宾为驻日大使，日本即以有吉明为驻华大使。

丙、美国经济考察团自北平到汉口。

丁、铁道部向中国、交通银行借款五百万元，修筑陇海路宝鸡段。

戊、红军（第一军团）自四川会理占德昌。

５﹐１８（四，一六）

甲、中德使节晋升为大使。

乙、大公报经理胡霖到东京，晤日外次重光。

丙、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

丁、中美财政部宣布改革中国币制办法。

５﹐１９（四，一七）

甲、蒋委员长偕云南省府主席龙云自昆明飞会理、西昌、巧家一带视察匪情。

乙、追剿军吴奇伟纵队自云南元谋渡金沙江（５﹐２１全军渡过）。

丙、红军徐彦刚进犯湖南平江之南江桥，为李国钧旅击退。

５﹐２０（四，一八）

甲、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到太原，晤阎锡山，商陕北剿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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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四川省府主席刘湘自重庆到成都，布置剿匪军事。

丙、川军收复中坝，江油解围。

丁、热河义勇军孙永勤入河北遵化，日军越长城追击，我团警助日军夹攻。

戊、美国经济考察团自汉口到重庆。

己、美国财长宣布禁止外国银币入口。

５﹐２１（四，一九）

甲、蒋委员长自昆明到贵阳。

乙、红军毛泽东占西昌，城外巿区被驻军旅长刘元璋付之一炬。

丙、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晤陆相林铣十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商讨河北问题

毕，本日自大连抵天津。

丁、行政院决议：一、以朱鹤翔代张乃燕为驻比公使（张久受舆论指摘），二、严禁偷运银

币银类出洋（照危害民国法治罪）。

戊、张景惠继郑孝胥为伪【满洲国】国务总理。

５﹐２２（四，二０）

甲、蒋委员长自贵阳到重庆（顾祝同前日到贵阳主持军事）。

乙、红军朱德、毛泽东过四川礼州进入大凉山区，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夷人（沽基族猓猓）头

目小 丹拜盟于海子，北趋冕宁，追剿军周浑元纵队自云南巧家渡金沙江，薛岳自龙街渡江

追击。

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二十四年度国家总预算，共九万五千七百余万元。

丁、河北省政府因日军之压迫，决自天津迁保定。

戊、【大公报】经理胡霖访日外相广田，递相床次。

己、升任郭泰祺为驻英国大使。

５﹐２３（四，二一）

甲、汪兆铭到上海，晤自莫干山来之黄郛，商华北问题。

乙、何应钦离太原回北平。

丙、蒋委员长派陈继承为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剿共军徐彦刚）。

丁、青岛中鲁及中国实业银行挤兑，明华银行停业。

戊、红军朱德毛泽东占四川冕宁、大渡河南岸大树堡、安顺场。

５﹐２４（四，二二）

甲、蒋委员长召四川各区行政专员训话。

乙、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经济考察团。

丙、立法院长孙科自西安回抵南京。

丁、上海美商美丰银行宣告停业。

戊、外蒙与伪【满洲国】代表会于满洲里，商谈喀尔喀庙事件（

１﹐２４）。

己、红军刘伯承、林彪自安坨坝安顺场越大渡河进向泸定（拟趋丹巴大金川，以地势险阻，

不果）。

５﹐２５（四，二三）

甲、中央追剿军周浑元、万耀煌部全军自云南巧家渡过金沙江入四川宁南。

乙、热河义勇军孙永勤被日军及我保安队在迁安消灭。

丙、蒋委员长手谕各将领，严令痛改不法恶习（玩忽职务，浪费无度，安置私人）。

丁、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密商日本参谋本部，对北平何应钦提出交涉。

５﹐２６（四，二四）

甲、蒋委员长自重庆到成都，民众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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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汪院长又到上海，促黄郛回北平。

丙、追剿军李韫珩纵队抵西昌，吴奇伟纵队抵会理。红军进至泸定桥。

５﹐２７（四，二五）

甲、孔祥熙、宋子文与上海银行界会商安定金融办法。

乙、红军贺龙、萧克攻湖北来凤，被拒退。

丙、川康军刘文辉部收复德昌。

丁、戴传贤飞抵成都。

５﹐２８（四，二六）

甲、行政院决议实施义务教育办法，自八月起开始。

乙、美经济考察团自四川回抵上海。

丙、红军徐向前袭攻文镇关，为邓锡侯军所败，西趋理番。

丁、中央追剿军周浑元部到四川西昌。

５﹐２９（四，二七）

甲、天津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参谋长酒井隆、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

要求，谓天津两报社长胡恩溥、白逾桓之被暗杀，热河孙永勤之扰遵化，均与中国官厅有关，

系排外举动，要求（一）撤换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换天津巿长张

廷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三）撤退驻北平之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

治训练处长，蓝衣社及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于部，河北各级党部，否则采取自卫行动（河北

事件开始）。

乙、红军刘伯承占领泸定桥（初仅三十二人），北趋金汤，川军杨森部自汉源往阻，刘文辉

部收复冕宁。

丙、红军徐向前进至威州附近之雁门坝。

丁、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裁撤禁烟委员会，改由蒋委员长兼任禁烟总监。

５﹐３０（四，二八）

甲、天津日军集河北省政府公署附近示威。

乙、北平日使馆会议，何应钦派朱式勤晤日武官高桥坦。

丙、日武官矶谷廉介、影佐祯昭访黄郛于上海，谈河北问题。

丁、驻日大使蒋作宾晤日外相广田弘毅，对河北问题，愿竭相商，希望勿使事态重大化。

戊、追剿军总指挥薛岳及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到四川西昌（第五纵队李韫珩亦到，翌日万耀

煌到）。

己、陕北共军刘志丹占延长（明日被官军收复）

。

庚、外蒙、伪【满】在满洲里会议边境纠纷问题（即１﹐２４贝尔湖附近冲突事件）。

５﹐３１（四，二九）

甲、日关东军发表声明，对河北事件支持天津驻军主张，保留自卫权之发动。

乙、天津上空发现日本飞机。

丙、日武官雨宫为河北事件访外交部次长唐有壬。

丁、蒋委员长电促黄郛北上，主持对日交涉。

戊、王克敏自上海到南京，谒汪兆铭，商对日问题。

己、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天津日军要求，令何应钦主持应付。

庚、驻日大使蒋作宾通知日外务省，河北省政府实行迁往保定。

辛、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德王到北平，谒何应钦。

壬、法国外交部正式通知将驻华公使晋升大使。

癸、立法院通过增加海关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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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五，一）

甲、日陆军省声明，河北问题应由华北驻军当局处理。

乙、因日方要求，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长曾扩情、驻平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撤职，与中央

有关之团体停止活动。

丙、河北省政府开始自天津迁往保定（日方逼迫）。

丁、日人阪西及李择一谒外交部长汪兆铭。

戊、大公报经理胡霖连日访芳泽、松冈、币原（６﹐７离日返国）。

己、薛岳在西昌召集剿匪军，将领吴奇伟、周浑元、李韫珩、万耀煌、陈芝馨、欧震、谢溥

福、萧致平、梁华盛等会议。

６﹐２（五，二）

甲、蒋委员长发劝告四川绅耆服务桑梓，协助剿匪，拯救民众书。

乙、红军自泸定金汤趋汉源，为刘文辉、杨森军所阻，北走荥经。

丙、财政部拨公债二千万元救济上海钱业。

丁、日陆相林铣十郎到齐齐哈尔。

戊、酒井隆宣称国民党、蓝衣社、宪兵队均须逐出华北，最后蒋中正必须离职。

己、宪兵第三团决撤出北平。

６﹐３（五，三）

甲、成都各界热烈欢迎蒋委员长。

乙、天津日军演习巷战。

丙、天津日军参谋长酒井再访何应钦，说明日军决意。

丁、日使馆武官雨宫为河北事件再晤外交部次长唐有壬（６﹐４？）。

戊、蓟密区专员殷汝耕晤天津日军司令梅津。

己、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离天津赴保定。

庚、行营主任张学良自汉口到成都，谒蒋委员长，商河北问题。

辛、东京英使馆向日外务省询及河北事件，日保证无意将平津划入战区。

壬、日使馆武官高桥坦在北平访德王。

癸、美国经济考察团到杭州。

６﹐４（五，四）

甲、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覆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武官高桥：（一）关于遵化县长援

助匪贼（孙永勤）事，已命于学忠调查；（二）天津两报社长（胡恩溥白逾桓）暗杀事件，

已严令缉凶犯；（

三）蒋孝先、曾扩情已免职；（四）关于撤换于学忠及天津巿长张廷谔，已电请中央；（五）

党部之撤退，非本人权限；（六）否认【蓝衣社】之存在。

乙、行政院决议：（一）以王克敏代张廷谔为天津巿长，（二）任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

丙、德王招待北平记者，报告内蒙要求自治意义。

丁、北宁路局长殷同自日本回抵上海。

戊、上海江南银行及宁波实业总行停业。

６﹐５（五，五）

甲、天津日军游行示威。

乙、蒋作宾晤日外相广田，提出对于河北问题解决案。广田告以应由中日军事当局于现地解

决。

丙、南京日领事须磨、武官雨宫，谒外交次长唐有壬。

丁、河北遵化县长何孝怡为孙永勤事去职。

戊、绥远举行汉蒙联欢赛马大会，各王公到者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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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红军占西康泸定。

庚、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率各军自西昌北进。

辛、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称许中国禁毒成绩。

壬、汪院长及教育部长王世杰电各省巿以全力推行义务教育。

癸、吴鼎昌、翁文灏飞抵成都。

子、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四名自察省多伦到张北，以未携护照，不受检查，被驻军阻留（即放

行，日人称之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６﹐６（五，六）

甲、国民政府令：（一）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免职，改派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二）

派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厚琬暂行代理主席；（三）天津巿长王克敏未到前，以商震兼代巿

长。

乙、日本陆军省不满昨日蒋作宾之提案，立即向北平、天津、南京武官及驻军司令发出重要

训令。

丙、日武官雨宫晤外交部次长唐有壬。

丁、何应钦邀集军政各方要人会谈中日交涉。

戊、红军占西康康定。

６﹐７（五，七）

甲、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要求从速圆满解决河北问题，严格履行

中国全土之排日取缔，实时停止非法韩人之庇护与援助，整理旧债等六条。

乙、日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到天津，即出席日军司令部会议。

丙、日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喜多诚一大佐奉命自东京赴天津，与日军司令梅津商河北问题。

丁、驻平政整会委员王揖唐到天津访晤梅津。

戊、黄郛与王克敏连日在上海会商河北问题。

己、日关东军派土肥原到长春晤陆相林铣十郎，商河北问题。

庚、河北省党部自北平移保定。

辛、红军毛泽东、朱德自四川荥经占天全。

６﹐８（五，八）

甲、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对日记者谈，河北问题一切处置，已如日方之希望，且得蒋委

员长、汪院长之采纳。

乙、何应钦手谕严密取缔平津一带有害邦交之秘密结社及秘密团体（指蓝衣社）。

丙、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结束，全部停止办公。

丁、日关东军召开幕僚会议，决定对河北交涉之最后态度。

戊、东京英大使克利甫访日外务次官重光葵，询问河北问题。日保证不对中国使用最后通牒。

己、内蒙德王自北平回察哈尔。

庚、红军第一军团占芦山（徐向前派第九军何畏自茂县理番来会）。

辛、川康军刘文辉部收复泸定。

壬、成都巿民大会，举行剿匪宣传运动（继续二日）。

癸、香港宣布自本月十五日起，禁中国银币出口。

６﹐９（五，九）

甲、日武官矶谷廉介及驻屯军参谋长酒井、武官高桥、参谋大木先后于上午九时及十一时访

何应钦，催促全部接受并履行日本要求条款。何允于一二日内答复（拒绝以书面答复）。

乙、何应钦分别电蒋委员长及汪院长请示。

丙、中央宪兵第三团离北平南撤。

丁、新任天津警备司令兼代巿长商震就职，即访晤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领事川越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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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绥远乌、伊两盟王公通电拥护中央。

己、胡汉民以在粤不克行其所愿，离香港赴欧洲。

６﹐１０（五，一０）

甲、南京紧急会议，决重申禁止排外排日令，撤退河北省内党部与中央军及于学忠军，上午

十时由汪兆铭电告何应钦。

乙、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口头全部承认五月二十九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

梅津美治郎之要求（即所谓【何梅协议】，何并未正式签字）：一、本日已下令撤退河北省内

党部，二、第五十一军明日起移驻河南，三、第二十五师、第二师决于一个月内他调，四、

政府已重申禁止排外排日。

丙、国民政府明令睦邻敦交，对于友邦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组织任何

团体以妨国交。

丁、中央党部令河北省党部，北平及天津巿党部结束。

戊、北平军分会令第二师（黄杰部）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自北平南调。

己、日本参谋总长电梅津，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

庚、英国宣布派李滋罗斯来华。

辛、美国经济考察团与中国专家在上海会议。

６﹐１１（五，一一）

甲、日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天津。

乙、河北省中学师范学生毕业会考以时局紧张停办。

丙、红军占川边丹巴，另支抵宝兴。川军收复芦山。

丁、高桥坦向何应钦提出各事项觉书，要求书面承诺，何报中央政治会议，决拒绝高桥所提

要求。

戊、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及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为６﹐５张北事件向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

提出最后通牒，限五日答复。

６﹐１２（五，一二）

甲、日本陆军省发表声明，河北交涉，由于华北之暗中排日，此后应积极的进行全中国之排

日铲灭工作。

乙、日本飞机三架飞天津，侦察于学忠、黄杰、关麟征军之撤退。

丙、日军一千八百人到天津增防。

丁、日本外务省次官重光葵表示反对国际会议讨论中国经济问题。

戊、察省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到北平，向何应钦报告张北日人被阻留事件。

己、川军孙震部攻占伏泉山，红军徐向前退北川茂县。

庚、红军第一方面军越过川边夹金山。

６﹐１３（五，一三）

甲、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以河北交涉暂告结束，取道平汉路南下赴京。

乙、中央政治会议连日讨论河北问题。

丙、英使贾德干访汪兆铭，驻美公使施肇基访副国务卿费列勃斯，讨论中日情势。

丁、红军徐海东（第二十五军）在陕西商南富水关为陕军杨虎城部所阻。

戊、红军贺龙萧克围攻湖北宣恩，大败第四十一师于湖北来凤宣恩间之中堡，俘张振汉。

６﹐１４（五，一四）

甲、第一任驻华之日本大使有吉明呈递国书。

乙、日本飞机两架经北平保定南飞石家庄，侦察我军撤退情形。

丙、【天津警备司令】以日方不满【警备】二字，改为【津沽保安司令】（６﹐２０命令正式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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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于学忠离保定南下，所部军队亦分别向郑州开动。

戊、日军一千五百人续到天津。

己、英与美商对日一致行动（美不同意）。

庚、英美均否认撤退天津驻军。

辛、广东陈济棠电汪院长，否认对中央有轨外行动。

壬、蒋委员长发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助剿匪书。

癸、刘文辉到成都谒蒋委员长。

子、川军杨森败红军朱德于芦山宝兴间之灵官庙，红军东北走。

６﹐１５（五，一五）

甲、第一任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呈递国书。

乙、何应钦自北平到南京，与汪兆铭谈河北问题。

丙、日飞机又到保定一带侦察。

６﹐１６（五，一六）

甲、红军毛泽东朱德之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会于川边懋功之达维（张徐

部约六万余人，毛朱部约二万人。６﹐２１毛泽东到）。

乙、黄郛、王克敏自上海到南京，与汪兆铭、何应钦商河北问题。

丙、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武官松井谈张北事件，松井要求惩办军官。

丁、白崇禧、李宗仁先后辟谣，否认西南对中央将有军事行动。

戊、【海圻】、【海琛】两舰突出虎门，谋北归（两舰均前自青岛南来者）。

６﹐１７（五，一七）

甲、北平军分会各委员联名电促何应钦北返。

乙、张群电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坚辞日本之行，盼先定国是办法（日人松元昨曾晤

张群）。

丙、日关东军幕僚会议，商河北事件善后及张北事件交涉。

丁、日本飞机继续飞北平保定侦察。

戊、驻日大使蒋作宾访日外相广田，请停止分离华北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友好条约。

己、英驻美大使林德赛与美副国务卿费列勃斯商河北问题。

庚、广田告英使克利甫，否认对华要求华北用人权。

辛、苏俄表示对河北事件暂取观望态度。

壬、川军王缵绪收复北川城，红军自懋功抵八角。

６﹐１８（五，一八）

甲、国民政府派王克敏代理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日人对黄郛不满，黄亦以对日外交棘手，不肯北上）

，商震兼代天津巿长。

乙、孙传芳在天津对记者指斥日本阴谋，声明不作傀儡政权首领。

丙、日飞机又飞北平保定。

丁、川军杨森部收复宝兴。

戊、共产党首领瞿秋白（瞿霜）在长汀鎗决（瞿于本年２﹐２３在武平水口被捕。国民党曾

派陈建中到长汀与之晤谈，瞿谓共党人物以毛泽东为最有手腕，如红军不能渡过金沙江，即

可消灭，否则不可收拾。瞿表示愿降，从事反共。陈返南京报告，中央接纳，以电令迟到，

致被处死）。

己、美经济考察团离上海。

６﹐１９（五，一九）

甲、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为张北事件免职，国府派秦德纯兼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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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日关东军发表声明，不使冀察事件扩大，关东军与华北日军当联成一体，严重监视华方

态度，并与外务省协力，根本纠正国民政府之排日主义。

丙、日本飞机续到北平侦察。

丁、英大使贾德干访外交次长徐谟，探询华北交涉。

戊、广西总参谋长叶琪在成都谒蒋委员长，事毕东返。

６﹐２０（五，二０）

甲、新任代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王克敏自上海过京北上。

乙、宋哲元离察哈尔到天津。

丙、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北平，交涉张北事件。

丁、第一任驻日大使蒋作宾递国书。

戊、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周保中、赵德义、李延禄、赵尚志等通电请实行对日抗战，武装

动员全国人民。

己、追剿军总指挥薛岳自雅安赴成都。所部开始在名山、雅安、邛崃筑碉堡。

庚、蒋委员长召见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等训话，整编川军。

６﹐２１（五，二一）

甲、立法院通过二十四年度国家总预算（九万五千七百余万元）。

乙、保定之中央军徐庭瑶之第十七军司令部撤消。

丙、【海圻】【海琛】二舰被广东空军炸伤，折回香港。

丁、胡适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时西化及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正烈）。

６﹐２２（五，二二）

甲、王克敏到天津。

乙、察省主席秦德纯、委员萧振瀛到北平（萧自四川来），商张北事件。

丙、广州各中央委员通电反对中央对于河北事件之处置。

丁、日参谋本部第一课长喜多诚一到广州，晤陈济棠、李宗仁。

戊、东北义勇军领袖苗可秀在岫岩为日军所俘（７﹐２５遇害，年三十）。

６﹐２３（五，二三）

甲、王克敏在天津访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

乙、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松井，与秦德纯、萧振瀛、程克、张允荣、陈觉生会谈张北事件，

要求撤退驻军及察省党部。

丙、日本飞机又到保定、北平侦察。

丁、军事委员会派孙楚、李生达（晋军）为陕北剿匪副指挥。

戊、日本关东军测量员犬养自海拉尔越过外蒙边境，被外蒙巡逻队捕获。

６﹐２４（五，二四）

甲、红军大队抵四川懋功以北之两河口，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

张闻天、秦邦宪及参谋长刘伯承举行军事会议（毛主北进宁夏靠近外蒙古，张主西进河西，

以新疆为后方，或以川康边区为根据，再向川甘陕交界发展，但亦不反对北进）（时中央军

第一师胡宗南部及伍诚仁、陈沛、杨步飞三师，锺松一旅布防松潘一带，阻红军北去）。

乙、北平政整会代理委员长王克敏就职。

丙、湖北省府主席张群到南京，商对日外交。

丁、中央对张北事件之覆训到北平，令秦德纯处理。

戊、汉口连日倒闭两银号。

６﹐２５（五，二五）

甲、北平军分会商讨张北事件，由秦德纯、萧振瀛晤土肥原后，再电京请示，土肥原限明日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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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浙江省府主席黄绍竑到南京，商对日外交。

丙、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程克为天津巿长。

丁、任命施肇基为驻美大使，程天放为驻德大使。派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为出席国际联

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代表。

戊、北平巿政府禁运现银出境。

己、曾参加中法越南战争之丁槐将军卒于北平，年九十七岁。

６﹐２６（五，二六）

甲、中央对张北事件之最后回训到北平，接受日方条件。

乙、中央党部覆广州电，对华北外交有所解释。

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刘瑞恒为行政院卫生署长。

丁、红军北走，川军杨森部收复懋功。

６﹐２７（五，二七）

甲、张北事件日本条件解决（由秦德纯、陈觉生、雷寿荣与土肥原贤二、高桥坦签字：（一）

热察边境改由保安队驻扎，军队撤退；（二）察省党务停止活动，某特种机关取消；（三）道

歉；（四）停止鲁省向张北移民；（五）各项办法在商定后二周内实行。

乙、关内外通电话协议在北戴河成立（即中国与伪【满洲国】间之电话联络细目协议）。

丙、日本外务次官重光葵召开改善中日国交会议，盼中国在解决日方期望之事件，以示亲善

诚意，并承认日本在东亚之优越地位。

丁、江西、福建省府主席熊式辉、陈仪到京，商对日外交。

戊、红军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抵理番卓克基。

６﹐２８（五，二八）

甲、汉奸白坚武（前吴佩孚之政务处长）自称【正义自治军总司令】声言组织【华北国】，

率中日匪徒三百余人威胁驻丰台之铁甲车于晨一时驶至北平永定门，开炮攻击北平，被万福

麟部缪澄流师及保安队击退，十时，永定门车站及丰台均收复，日人十五名被捕，匪徒逃入

战区，白坚武走天津。

乙、北平戒严，军分会调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前来（宋部之仍留驻华北，

系因其与日方已有谅解）。

丙、天津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上海日大使有吉明分别发表声明，冀察事件结束，希望中国

对于全国排日风潮之禁绝，更作进一步之努力。

丁、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福建省主席陈仪、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与汪兆

铭、黄郛商讨对日问题及政局（汪拟辞职）。

戊、广州西南执行部再电中央，于对日问题有所论列。

己、行政院决议，改组河北省政府，任命各委员厅长。

６﹐２９（五，二九）

甲、国府公布二十三年关税公债条例（一万万元）。

乙、南京日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访外交次长唐有壬。

丙、丰台事变，匪徒在香河缴械。

丁、宋哲元部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开抵北平。

戊、红军离卓克基进向毛儿盖（寻为夷民所败，折回芦花）。

６﹐３０（五，三０）

甲、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兆铭病，请假赴上海。

乙、鄂赣浙闽四省主席分别离京，推黄绍竑入川谒蒋委员长。

丙、日驻渖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离平赴长春。

丁、驻福州之第八十三师士兵张金和被台湾人邱朝永刺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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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六，一）

甲、庐山之暑期训练团以日本反对，停办（改在四川峨嵋山举行）。

乙、北平军分会促何应钦北返。

丙、关内外电话实行通话。

丁、十五省法院施行三级三审制。

戊、新刑法实行。

己、胡汉民抵意大利威尼斯。

庚、红军毛泽东、朱德自马塘出动，徐向前部自北川西走（时红军决定北上，毛泽东率第一、

第三方面军为左路，进向毛儿盖；张国焘率第四方面军为右路，进向卓克基）。

辛、苏俄抗议日军侵犯绥芬河边境事件。

７﹐２（六，二）

甲、日使有吉明在上海与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谈判【新生周刊】事件（５﹐４），要求道歉，

处罚负责人，【新生】停刊，保障将来（

拟撤销上海党部）。

乙、日本外务省拟订对华（支）新政策草案。

丙、孔祥熙暂代行政院长。

丁、国民政府聘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三十人。

戊、行政院决议以何炳松为国立暨南大学校长。

７﹐３（六，三）

甲、蒋委员长在成都召四川绅耆训话，令回乡协助剿匪。

乙、毛泽东等通令所部继续北进，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之根据地，每人带粮十五斤，供十五日

至二十日食用，炒盐供一月食用（时在松岗）。

丙、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回南京，与中央党部陈立夫、叶楚伧商【

新生】事件。

丁、天津大公报记者张逊之被日本宪兵拘捕（谓与刺白、胡案有关）。

戊、河北大名会匪滋事。

７﹐４（六，四）

甲、土肥原回抵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南次郎等再商讨华北问题（

华北五省交通及矿山问题）。

乙、驻日大使蒋作宾访日外相广田，广田盼减少东北与关内纠纷，便利双方人民及经济往还。

丙、北平军分会又电催何应钦北返。

丁、广州政务委员会辟京粤间之谣言。

戊、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于学忠到西安。

己、江水大涨，湖北监利等处堤决。

７﹐５（六，五）

甲、南京日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两次访外交次长唐有壬，谈判【新生】事件。

乙、江西水灾，堤圩溃决九十余处。

７﹐６（六，六）

甲、连日江水猛涨，沙巿堤溃，武汉尤险。

乙、外蒙与伪【满洲国】之满洲里会议搁浅（开始于５﹐２４）。

７﹐７（六，七）

甲、红军毛泽东、朱德自川边苍德抵打鼓。

乙、外交部为【新生周刊】事件向日方道歉。

丙、中央党部宣传委员会为【新生周刊】事件告诫出版界，严行防止关于日本皇室不敬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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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记载或评论，并劝导人民，切实取缔排日运动，并将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全体委员撤

职。

丁、宋哲元自天津三电蒋委员长，拟长期休养。

戊、军事委员会海军军令处长陈策在香港接受海圻海琛二舰（广东所置两舰军械由陈济棠收

回。７﹐９陈策率两舰北上）。

己、孔颜曾孟四圣裔奉祀官孔德成等，自山东到南京（明日就职）。

庚、武汉行营召开防水会议。

辛、襄阳被水包围，成泽国。

７﹐８（六，八）

甲、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东北军）自北平移保定。

乙、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及各委员就职。

丙、广西军参谋长叶琪坠马死。

丁、湖北樊城陆沈，淹毙人畜无算。

戊、河南境内之平汉路被水冲断数处。

己、上海巿商会复兴工商业委员会成立。

庚、何应钦致函高桥坦，允实施６﹐９酒井要求。

７﹐９（六，九）

甲、【新生周刊】案（对日皇【不敬事件】）在上海法院宣判，总编辑杜重远处徒刑一年两个

月，不准上诉，不准缓刑或改科罚金（

舆论大哗）。

乙、河南偃师县城为水湮没。

丙、行营主任张学良飞沙巿，视察水灾。

丁、行政院电令沿江沿河各省加紧防汛事宜。

戊、升任驻英大使郭泰祺递国书。

７﹐１０（六，一０）

甲、红军第一方面军，抵毛儿盖（休息二十日）

。

乙、汪兆铭自上海电促何应钦回北平，军分会亦有电催促。

丙、驻日大使蒋作宾回抵南京，即出席中政会报告中日问题。

丁、黄河在山东鄄城南岸决口，水势汹涌。

７﹐１１（六，一一）

甲、满铁副总裁八田与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在长春商开发华北经济问题。

乙、南京日领事须磨晤外交部次长唐有壬。

丙、英外相贺尔在下院宣布对华政策，维持门户开放，尊重中国主权，希望中日关系转好，

与各国合作。

丁、薛岳部开赴四川绵阳，蒋委员长命刘湘、刘文辉、李韫珩等部守备双流、雅安、康定封

锁线。

７﹐１２（六，一二）

甲、浙江主席黄绍竑、驻日大使蒋作宾飞成都，与蒋委员长商汪兆铭辞职及中日问题（日本

要求订立中日航空协议，汪意欲应允，由黄赴川征蒋委员长同意）

。

乙、天津日当局下令解散青年团，驱逐扰乱治安之日鲜浪人。

丙、立法院通过整理四川金融库券额三千万元条例。

丁、孔祥榕奉经济委员会命，督察河北、河南、山东防汛事宜。



- 1044 -

戊、安徽江西间之马华堤溃决。

己、汉口巿已进水。

７﹐１３（六，一三）

甲、山东黄河决口展宽二百余丈，洪水向东南郓城、巨野、鱼台奔流。

乙、湖北省府主席张群派武汉警备司令叶蓬负汉口防汛全责。

丙、蒋委员长电各省妥筹防灾。

丁、何应钦到上海，访汪兆铭。

戊、四川省政府自重庆移至成都。

己、川军与红军战于松潘西南羊角塘。

７﹐１４（六，一四）

甲、汉口张公堤裂陷十余丈。

乙、天津宝成纱厂停业（创立于民国九年）。

７﹐１５（六，一五）

甲、汪兆铭自上海飞到青岛。

乙、国民政府公布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

丙、四川军队缩减一百团（原三百余团），年省军费二千万元。

丁、日本与伪【满】订立设置经济共同委员会协议（在长春签字）。

戊、英路易乔治建议联合列强，协助中国。

７﹐１６（六，一六）

甲、红军徐向前部退出川北茂县。

乙、行政院通过救济水灾案。

丙、全国水利委员会在南京开会。

丁、黄河水入微山湖。

戊、美经济考察团主席福勃斯在纽约抨击美国白银政策，谓予中国商业打击至巨。

己、日本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免职。

７﹐１７（六，一七）

甲、日关东军在长春召集沈阳土肥原、山海关仪我、济南花谷、北平高桥、天津酒井各特务

机关长、武官、参谋长会议，商华北经济问题。

乙、红军第二十五军徐海东（约四千人）自陕西商县、雒南、柞水一带突围，俘警备旅长唐

嗣桐，进向蓝田，陷引驾回镇（另一支出子午口旋合走鄠县， 厔）。

丙、中政会决议以焦易堂为最高法院院长（原由居正兼）。

７﹐１８（六，一八）

甲、美总统罗斯福电我政府，慰问水灾。

乙、国府派许世英为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

丙、【海圻】、【海琛】两舰自广东到南京。

７﹐１９（六，一九）

甲、日本外、陆、海、藏四省会议，商讨对华北之具体方策。

乙、日本经济考察团到太原（即赴冀南）。

丙、黄绍竑自成都抵南京。

丁、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矩赴鲁西南视察水灾。

戊、追剿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开抵川北江油一带。

７﹐２０（六，二０）

甲、行政院长汪兆铭以病，电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务（蒋委员长坚拒中日航空协议）。

乙、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访外交次长徐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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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六，二一）

甲、川军王缵绪部收复茂县，红军沿黑水向西北退（威州亦退出）。

乙、红军第一方面军进至松潘西南毛儿盖，原守该地之李曰基营合援军李铁军旅退回松潘。

７﹐２２（六，二二）

甲、行营主任张学良自汉口到西安，与于学忠、杨虎城，陕北剿匪总副指挥孙楚、李生达（晋

军），商陕西剿匪问题。

乙、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在纪念周报告，陕北二十三县几完全赤化。

丙、日本以多田骏继梅津美次郎任华北驻屯军司令。

丁、山东南阳湖决口，黄河大溜灌金乡、鱼台。

戊、黄郛电成都杨永泰，盼密陈蒋委员长速请中央断然下令结束北平政整会。

７﹐２３（六，二三）

甲、黄绍竑、陈公博自南京飞青岛晤汪兆铭。

乙、蒋委员长代表晏道刚自四川飞南宁，晤白崇禧。

丙、山东济宁境运河在辛店东岸决口。

丁、义勇军刘振东攻占热河奈曼旗城（７﹐２６退出）。

７﹐２４（六，二四）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以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二）特任石瑛为铨叙部长。（三）

通过取缔出版品标准。

乙、山东济宁运河决口。

７﹐２５（六，二五）

甲、杨森军攻占懋功，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退抚边。

乙、陕北红军刘志丹之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集延长附近。

丙、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共产党人自首法。

丁、中央常会决议定于九月召开中央执行委员第六次会议。

戊、（８﹐２）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通过【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案】，

并指明中国必须将扩大苏维埃军主力与巩固红军战斗力与开展人民反帝运动相连结，武装人

民进行革命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使苏维埃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团结中心（毛

泽东、王明即陈绍禹、周恩来、张国焘均于此次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博古〔秦邦宪〕、康

生当选候补执行委员，王明并当选为主席团之一，曾于大会中发表【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

谓中共愿发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７﹐２６（六，二六）

甲、李韫珩师收复崇化，红军第九军团北退马塘、梭应（次日，李师收复靖化）。

乙、日本外、陆、海、藏四省会议，商对华问题。

丙、中日实业家在天津会商经济提携方案。

７﹐２７（六，二七）

甲、西安举行剿匪会议，到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孙楚、李生达、庞炳勋、王以哲、高

桂滋、孙蔚如。

乙、陶尚铭调任，改以殷汝耕为滦榆区行政专员，苏玉琦为蓟密区专员。

丙、中央军胡宗南部一营自松潘开抵上包座，阻红军北进。

７﹐２８（六，二八）

甲、黄绍竑、陈公博自青岛返抵南京。

乙、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自长江上游视察灾情返京，谓鄂、湘、赣、皖灾民逾千万。

７﹐２９（六，二九）

甲、阎锡山在太原讲演，防共根本办法为实行井田制及农民武装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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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飓风袭福州，翻船倒屋。

７﹐３０（七，一）

甲、广东自八月一日起，试行征兵制。

乙、行政院决议改组湖南省政府，仍以何键为主席。

７﹐３１（七，二）

甲、美国派布克，法国派歌诺西来华考察财政金融。

乙、国府明令，八月一日起施行儿童年。

丙、上海各报代表请愿修改出版法。

丁、红军徐海东占领陕西凤县双石铺。

戊、张学良自西安飞返武汉。

８﹐１（七，三）

甲、【中国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

书】，愿与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成立国

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并提出抗日救国行政方针十点（此宣言系由陈绍禹在莫斯科发表，

文中对国民党及军政领袖虽仍攻击诋毁，但已不言推翻国民政府，毛泽东等以不明真象，派

潘汉年、胡愈之赴俄请示）。

乙、红军自毛儿盖向黑水出动，搜集食粮。

丙、中央常会决定九月二十日召开六中全会。

丁、日本以松冈洋右继任满铁总裁。

８﹐２（七，四）

甲、蒋作宾自成都飞汉口转南京，携蒋委员长对日提案（１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２中日

关系应立于平等基础之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３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促进中日经济提携，

４在经济提携基础之上，缔结军事协议）。

乙、南京日领事须磨访孔祥熙，说明日本独自建设中国经济立场。

丙、日武官高桥坦自北平到保定，访商震。

８﹐３（七，五）

甲、日武官高桥坦到太原，访阎锡山（时傅作义在太原）。

乙、红军第十五军徐海东自陕西凤县双石铺西走陇南（８﹐２？）。

丙、红军第二军团贺龙、第六军团萧克败国军第八十五师于湘鄂间之龙山板栗园，击败师长

谢彬。

丁、梅兰芳自欧洲抵上海。

８﹐４（七，六）

甲、义首相墨索里尼赠蒋委员长之巨机到上海。

乙、战区保安队第三总队长刘佐周（原为伪军）

在滦县被刺死。

丙、峨嵋军官训练团开学（８﹐２９结业）。

８﹐５（七，七）

甲、经济委员会召开治黄导淮会议。

乙、上海中华国货同盟会代表请改革币制。

丙、前滦榆区行政专员政整会参议陶尚铭在北平日本使馆被扣留（为刘佐周被刺案，十余日

后始释放）

。

丁、俄外长利瓦伊诺夫在日内瓦与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谈远东问题。

８﹐６（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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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行政院决议：（一）通令各省巿救水灾。（二）免冀察咸地田赋。（三）以任鸿隽为四川

大学校长。

乙、红军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徐向前进至松潘沙窝（中共中央政治局复召开会议，决定

分路北上，先入陇南，彭德怀林彪率第一、第三军团为中路；朱德率第九、第三十一军为左

路；张国焘、徐向前率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为右路；董振堂率第五、第九军团殿后）。

丙、红军第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进至陇南两当徽县。

丁、滦榆区行政专员殷汝耕访日军参谋长酒井，商刘佐周被刺案。

８﹐７（七，九）

甲、黄绍竑自上海赴粤，疏解京粤隔阂。

乙、河北省府主席商震自保定到天津，处理刘佐周案。

丙、天津日军官会商刘佐周案。

丁、蒋委员长命薛岳部移防川甘之交（８﹐２８又命折回川西）。

８﹐８（七，一０）

甲、汪兆铭自青岛电中央常会及林主席辞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

乙、河北省府主席商震访天津日军司令梅津为刘佐周案表示歉意。

丙、牯岭英租界地交还。

丁、黄河水猛涨，开封危急。

戊、薛岳部各军分到广元、江油、平武、中坝布防。

８﹐９（七，一一）

甲、中央常务委员会派蔡元培、叶楚伧赴青岛慰留汪兆铭。

乙、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请辞。

丙、天津日驻屯军司令梅津奉调回国，本日到北平辞行。

８﹐１０（七，一二）

甲、英财政专家李滋罗斯首途来华。

乙、林主席自庐山电留汪兆铭。

丙、日本外务省商得陆海两省同意，决定对华（支）新政策：一、彻底取缔排日，抛弃依赖

欧美政策；二、正式承认满洲国，否则应作事实默认；三、日满支共同防止来自外蒙之赤化

（即广田三原则）。

８﹐１１（七，一三）

甲、蔡元培、叶楚伧到青岛（８﹐１３叶返京）

。

乙、永定河决口四处。

８﹐１２（七，一四）

甲、日关东军参谋大佐石本飞太原，晤阎锡山。

乙、外交部抗议日使馆拘留陶尚铭。

丙、黄绍竑到广州（二日后赴广西）。

丁、铁道部长顾孟余、实业部长陈公博请辞。

戊、英记者琼斯在察省宝昌为匪杀害。

己、日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刺死。

庚、红军徐海东自陇南进抵天水，为国军第七师曾万锺所败，北走秦安。

８﹐１３（七，一五）

甲、蒋委员长派卫立煌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

乙、教育部长王世杰、外交次长唐有壬请辞。

８﹐１４（七，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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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委员长自成都飞抵庐山。

乙、中央政治会议慰留汪兆铭。

丙、太原召开防共会议。

丁、公布会计法。

８﹐１５（七，一七）

甲、中央常会慰留汪兆铭。

乙、驻川参谋团开始点验川军。

丙、日大佐石本到绥远晤傅作义。

丁、北宁铁路车在石河附近被劫，有朝鲜人现洋三万被劫。

戊、美红十字会捐水灾赈款十万美金。

己、上海无锡公路通车。

８﹐１６（七，一八）

甲、孔祥熙、宋子文到庐山，谒蒋委员长。

乙、韩复矩由济南赴董庄，开堵口会议（８﹐１８开会）。

丙、陕北红军刘志丹自安定清涧赴延川，进向延安。

８﹐１７（七，一九）

甲、张群携蒋委员长函飞抵青岛，晤汪兆铭。

乙、外交部抗议日机任意飞行平津领空。

丙、陶尚铭自北平日使馆释出。

８﹐１８（七，二０）

甲、汪兆铭允回南京。

乙、英法义会商阿比西尼亚问题无成。

８﹐１９（七，二一）

甲、蒋委员长飞抵南京；黄郛亦自莫干山至。

乙、汪兆铭自青岛飞抵上海。

丙、新任华北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到天津。

丁、满铁关东军组织之华北经济调查团抵北平。

戊、微山河西大堤溃决，黄河东南流（入运河）

。

己、红军徐海东抵甘肃平凉，为马鸿宾师所败。

８﹐２０（七，二二）

甲、蒋委员长视察南京巿政。

乙、胡汉民抵德国。

８﹐２１（七，二三）

甲、汪兆铭到南京晤蒋委员长及黄郛。

乙、河北省府主席商震在天津召开保安会议，决迅破刘佐周案，保侨睦邻，绥靖地方。

丙、中央军胡宗南部一团自松潘开抵求吉寺（在松潘西北约四百余里）。

丁、红一方面军前锋第四团自川边毛儿盖，开始向草地前进。

戊、川军范绍增部收复理番。

己、红军徐海东截断瓦亭之西兰公路，东走平凉四十里铺，白水镇（红军旋走泾川，政委吴

焕先战殁）

。

８﹐２２（七，二四）

甲、中央常会，蒋委员长及汪兆铭均出席，汪允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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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作宾谈，盼日政府以平等为原则，开诚相见。

丙、教育部通令推行简字。

８﹐２３（七，二五）

甲、蒋委员长自南京飞抵成都，黄郛复返莫干山。

乙、汪兆铭通电复职。

丙、红军自松潘毛儿盖沙窝取道草地北上（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恩来、秦邦宪、叶剑

英、聂荣臻、萧劲光、王稼蔷等均在此路，时周恩来在病中）。

８﹐２４（七，二六）

甲、追剿军总指挥薛岳部吴奇伟纵队进抵甘肃文县，阻红军北进。

乙、秦德纯到天津，晤宋哲元（日前秦曾南下谒蒋委员长）。

丙、滦县县长因刘佐周案撤职。

丁、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称，冀鲁豫灾民达五百五十万。

８﹐２５（七，二七）

甲、驻日大使蒋作宾离沪返任。

乙、东京宣称中日将举行工业会议。

丙、美向苏俄抗议第三国际干涉美内政（８﹐２７俄答，不能负责）。

丁、红军第二十五军徐海东自陇东崇信北走。

８﹐２６（七，二八）

甲、王克敏自北平到南京，与汪兆铭、何应钦商华北问题（翌日王离京）。

乙、川边红军前队第四团越过草地，抵班佑。

丙、陕北红军高岗北扰绥德米脂吴堡（约三千人），堵截自晋西来之国军。

丁、外交部派定越南各领事。

８﹐２７（七，二九）

甲、孔子诞辰，各地举行纪念会。

乙、日武官高桥到张家口。

８﹐２８（七，三０）

甲、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

乙、任命秦德纯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丙、特任王树常（原任平津卫戍司令）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丁、黄绍竑离粤北返。

戊、日本帝国大学教授小野等十一人到太原。

己、红军左路自毛儿盖抵班佑、巴西。右路张国焘率第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折而南下

（取道毛儿盖、懋功、宝兴）。

８﹐２９（八，一）

甲、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昨日中政会决议，本日王克敏到北平，赶办结束）。

乙、绥远各级党部停止工作，办理结束。

丙、日武官高桥、羽山到绥远。

丁、天津日领事向河北省府抗议８﹐１５韩人被劫案。

戊、阎锡山召集晋西县长，开防共会议。

己、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方面军自巴西抵阿西（停留三日）。

８﹐３０（八，二）

甲、日武官高桥、羽山自归绥赴包头。

乙、薛岳部（吴奇伟纵队）奉令调往川东，本日自甘肃文县开拔。

８﹐３１（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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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张学良、何成浚飞长沙，布置剿匪军事（时萧克陷澧县，贺龙陷桃源，势颇猖）。

乙、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剿匪会议。

丙、黄绍竑在上海谈西南问题将成过去。

丁、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第一个中立法，禁止出售军火与交战国。

９﹐１（八，四）

甲、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实行撤销。

乙、天津商会决议组织东亚惠通贸易公司，前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高凌霨等亦发起救济华北经

济协会。

丙、日武官石野乘日机由天津到济南，赴济宁视察。

丁、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云王免乌兰察布盟西公旗石王职，石王抗拒。

戊、廖仲恺灵榇在南京安葬。

己、周恩来致书陈果夫、陈立夫（自香港发），申明中共停战抗日之主张（去年底，蒋中正

命陈立夫进行中共问题之政治解决。本年八月，周之代表在香港晤陈之代表曾养甫，请指派

代表正式商谈）。

９﹐２（八，五）

甲、蒋作宾访日外相广田，谈中日亲善问题。

乙、天津日总领事川越茂致文商震，要求彻底取缔反日份子。

丙、平津金融界领袖周作民等发起河北经济协会。

丁、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召开华北武官会议。

戊、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自西安赴耀县，转陕北剿匪。

己、毛泽东自阿西抵毛龙。

庚、红军围攻松潘上巴座、求吉寺，掩护主力北进，中央军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自黄胜关赴

援。

９﹐３（八，六）

甲、行政院决议（一）改派胡世泽代顾维钧出席国联大会。（二）通过江河标本兼治案。

乙、财政部长孔祥熙，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秦汾自南京北上，视察黄河水灾。

丙、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第四方面军自包座返抵毛儿盖。

９﹐４（八，七）

甲、蒋委员长电令各省巿规定自十一月一日至明年三月三十一日为国民劳动服务水利季节。

乙、红军大败中央军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占领松潘西北之上包座。

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公务员捐俸助赈办法。

丁、孔祥熙、秦汾、韩复矩到济宁，视察水灾。

戊、黄绍竑自上海飞抵成都，谒蒋委员长。

己、外交次长唐有壬谈，中日经济提携如以平等互惠为标准，则于双方均有利。

庚、川岛义之继林铣十郎为日陆军省大臣。

９﹐５（八，八）

甲、中央常会通过六中全会展至十一月一日举行，代表大会仍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

乙、红军贺龙退出澧县。

丙、红军毛泽东率第一、第三军团林彪、彭德怀自毛龙抵俄界，叶剑英为前队。朱德率第五、

第九军团取道阿坝进向齐哈玛寺（毛泽东将所部组成陕甘支队，自任政治委员，以彭德怀为

总司令，林彪为副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林兼第一纵队司令，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彭雪枫

为第二纵队司令，邓发为第三纵队司令）。

９﹐６（八，九）

甲、英政府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到东京，商对华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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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天津巿政府解散巿商会所组织之东亚惠通贸易公司。

丙、察哈尔省府主席秦德纯就职。

９﹐７（八，一０）

甲、黄河水入江苏邳县，徐州以东成泽国。

乙、驻日大使蒋作宾、外交部情报司长李迪俊访日外相广田弘毅，提示中日合作三原则。

丙、走私韩人殴打秦皇岛海关职员。

丁、国府令完成县巿预算。

戊、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在南京成立。

９﹐８（八，一一）

甲、阎锡山在太原讲演，土地公有权为澈底防共之法。

乙、红军第二十五军徐海东（约三千余）经甘肃固原进至陕甘交界之崇信，灵台，与甘军马

鸿宾师激战（旋西北走庆阳）。

９﹐９（八，一二）

甲、李滋罗斯在东京访日外相广田商对华经济合作（日拒）。

乙、北宁路局局长殷同接受天津日领事关于石河劫车案之要求。

丙、上海邮局被劫。

９﹐１０（八，一三）

甲、蒋委员长布告整理四川币制，收回地方银行钞票。

乙、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德怀等率红军自求吉寺渡白龙江北进。

丙、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绥德之二十里铺，并围攻横山。

丁、晋军总指挥孙楚自太原赴晋西剿匪。

戊、河北省府主席商震访日军司令多田，商战区剿匪事。

己、李滋罗斯再访日外相广田。

９﹐１１（八，一四）黄绍竑离成都飞南京。

９﹐１２（八，一五）

甲、全国地政会议开幕（９﹐１５闭幕）。

乙、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成立合作事业委员会。

９﹐１３（八，一六）

甲、张学良自汉口飞西安，布置剿匪军事。

乙、李滋罗斯访日藏相高桥。

９﹐１４（八，一七）

甲、首任驻华德大使托德曼呈递国书，并将使馆迁京。

乙、张学良自西安飞陕北延安、延长视察，东北军周福成、何立中师到延安（已被围四个月）。

丙、红军萧克退出湘西津巿。

９﹐１５（八，一八）

甲、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叶剑英等率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约万余人）抵达甘

肃石门（？

）进向岷县。

乙、红军第二十五军徐海东约于此时自庆阳经陕北安塞，与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刘志丹、

高岗在延安永坪镇会合（一作９﹐５。９﹐１８两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约七千人，徐

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

９﹐１６（八，一九）

甲、两广中央委员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邹鲁电请将去年九月八日所提救亡四

案，列为五全代会议题（９﹐２６中央电覆请由西南中委以私人名义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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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全国司法会议开幕（９﹐２０闭幕）。

丙、阎锡山发表土地公有案（村公有）。

９﹐１７（八，二０）

甲、美国首任大使约翰逊呈递国书，并将使馆迁京。

乙、蒋作宾与日外相广田谈中日经济文化合作问题，重申王宠惠调整中日关系原则（翌日再

晤，广田谓正与军方研究）。

丙、李滋罗斯觐见日皇。

丁、滇缅南界勘界委员梁宇皋、尹明德自上海首途。

戊、奎松当选为菲律宾第一任总统。

９﹐１８（八，二一）

甲、上海【抗日救国大同盟】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乙、【九一八】四周年，党政党局无举动，各地举行简单纪念式。

丙、秦皇岛海关巡船被日本宪兵解除武装。

丁、派王世杰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戊、红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败甘军鲁大昌师，突破拉子口。

９﹐１９（八，二二）

甲、红军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自松潘草地之班佑抵松潘西之哈龙岗、热雾沟、洞垭及毛

儿盖。

乙、蒋作宾访日首相冈田，商中日提携。

丙、北宁路局长殷同在大连与满铁社订立购车合同。

丁、李滋罗斯离日来华。

戊、荷兰公使傅思德呈递国书。

９﹐２０（八，二三）黄水经苏北六塘河入海。

９﹐２１（八，二四）

甲、红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进至甘肃岷县南之多纳里红土坡、哈达铺，

与国军第十二师唐淮源接触（红军在白水镇时已改编为三个纵队，由林、彭、叶分任纵队长，

合称为陕甘游击支队，彭为支队长，毛为政治委员，已不足万人）。

乙、宋哲元就平津卫戍司令职，谓决本中央睦邻意志作去。

丙、河北经济协会在北平成立（周作民主之，邹泉荪、朱深、范锐、翁文灏、吴鼎昌、何廉

等均列名）

。

丁、英财政顾问李滋罗斯及随员罗杰士、巴奇到上海。

９﹐２２（八，二五）

甲、李滋罗斯晤宋子文于上海。

乙、北平民国学院因欠房租，日人代前清醇王府占住校舍（该校舍系醇王府旧邸）。

丙、前北平政整会委员长王克敏到南京（翌日赴莫干山晤黄郛）。

９﹐２３（八，二六）

甲、李滋罗斯到南京晤汪兆铭、孔祥熙（翌日返上海）。

乙、江苏睢宁乡民暴动，反对土地陈报。

丙、法驻华大使魏尔登病卒于北平。

９﹐２４（八，二七）

甲、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即【我帝国之对支基础的观念】）

小册，语调强烈，声言与国民党现当局决不两立（中有【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

帝国屈服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语），盼华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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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委员长电各省厉行禁烟，限年内办妥烟民登记。

丙、行营主任张学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到兰州与朱绍良商剿匪军事。

丁、东北军军长王以哲到陕北延安，指挥第一０七、一一０、一二九师进攻红军。

戊、北平各界赴日考察团出发（吴承湜率领）。

己、日本东方协会会长河濑等抵天津，考察华北实业。

９﹐２５（八，二八）

甲、红军毛泽东等自甘肃岷县哈达铺东北走，进抵武山新巿镇鸳鸯铺。

乙、东京电谓蒋委员长与共军暗中成立谅解，国民党有主联俄制日者。

丙、苏俄否认新疆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与苏联合并之谣（昨日日本新联社有此消息）。

丁、土肥原自多伦飞抵张家口（明日飞承德）。

９﹐２６（八，二九）

甲、日电通社发表天津日军司令多田骏谈话，将决定对华北第二步方针，使五省成自治团体，

甚至在经济上使之脱离中央关系。

乙、中央通信社辟东京日报所载容共谣言，及蒋委员长与共军成立谅解说。

丙、剿匪军周浑元纵队集结于陕甘之宁羌、略阳、康县、成县，隔阻朱德、徐向前与毛泽东、

徐海东之联合。

丁、绥境乌伊两盟各旗札萨克电中央反对蒙古政务委员会罢免西公旗石王。

９﹐２７（八，三０）

甲、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通电，否认新省加入苏联。

乙、红军毛泽东等进占甘肃通渭，被空军轰炸。

丙、晋军总指挥孙楚自军渡渡河，到陕北宋家川剿共。

丁、第四十军庞炳勋破豫匪崔二旦（金声）于陕西镇平马镇坝。

戊、日首相冈田与外（广田）、陆（川岛）、海（大角）三相商经济提携。

己、李滋罗斯在上海开始调查工作。

庚、行政院令，河北外交均归河北省府办理。

９﹐２８（九，一）

甲、绥远防共委员会开会，并成立【包西防共会】。

乙、黄河董庄堵口工程处成立。

丙、宿迁四草坝运堤冲毁二十余丈。

９﹐２９（九，二）

甲、蒋委员长在成都讲【复兴民族问题】。

乙、王克敏、汤尔和自上海赴莫干山晤黄郛，商华北问题。

丙、日本内阁通过陆相川岛之鼓励华北自主案原则。

丁、日满铁会社在多伦设立调查所（张家口、归绥均设有【产业调查网】）。

戊、绥远党部结束。

己、前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蔡廷干卒。

９﹐３０（九，三）

甲、红军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自甘肃通渭附近越过西兰公路，进向静

宁、隆德。

乙、天津巿教育局删改小学课本中有碍邦交之文字。

丙、周作民到京，报告河北经济协会事。

丁、汕头没收私运入口之台米，日领事向粤府抗议，日舰三艘到汕示威。

１０﹐１（九，四）

甲、剿匪军第一百十师（东北军）自延安回防甘泉，行至大小劳山，遭遇红军第十五军团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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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朱理治（中共中央代表）袭击，大败，师长何立中及参谋长（范驭洲）团长（二人）

死之，被俘者三千七百余人，延安、甘泉又被围。

乙、张学良自西安到成都，谒蒋委员长。

丙、日首相冈田及外相、藏相协议决对华北经济开发协力迈进。

丁、行政院决议任刘崇杰为驻奥公使。

戊、全国合作事业委员会在京成立。

己、中央信托局在上海开幕。

庚、广州方面再请将救亡四案列入五全大会议题。

１０﹐２（九，五）

甲、特派蒋中正兼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兼副司令（参谋长为晏道刚，所遗委员长侍从室

主任由钱大钧继。贺国光在川受杨永泰、刘湘排挤，原拟调贺为西北总部参谋长，顾祝同力

争，贺仍留川。又张欲留鄂练兵，对西北之行，颇为勉强）。

乙、全国商联会主席林康侯发表论文，主设立中日贸易协会。

丙、北宁铁路局布告，限制旅客出关。

丁、日本满铁会社在天津设事务所。

戊、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事爆发，英、义关系紧张。

己、所谓【满】【蒙】国境问题会议在满洲里举行。

１０﹐３（九，六）

甲、特派顾祝同为四川行营主任，裁撤驻赣绥靖公署。

乙、派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为第二十一、二十三、四十四军军长（均刘湘部）。

丙、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访天津日军司令多田骏。

丁、日松井石根大将自东京来华。

戊、山西土地村公有实施办法讨论会成立。

１０﹐４（九，七）

甲、上海日侨团体欢宴赴日经济考察团。

乙、日本外、陆、海三大臣对华政策获致谅解，并由内阁通过广田三原则及川岛鼓励华北自

主案。

１０﹐５（九，八）

甲、新疆省府驻京代表宫碧澄向行政院阐明新疆赤化谣言。

乙、日本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乘飞机视察长城各口。

丙、日本外务省文化协会理事小笠原省三到天津视察。

丁、张学良自成都飞返西安。

戊、万耀煌任第二十五军军长（时驻甘肃原县成县一带，寻调汉中）（１０﹐１９正式任命）。

己、美国禁运军火往义、阿二国。

１０﹐６（九，九）

甲、白坚武组织华北自治救国军，准备暴动，天津戒严。

乙、赴日经济考察团自上海东渡，由吴鼎昌（盐业银行总经理）率领（团员有陈光甫、周作

民、刘鸿声、钱永铭、徐新六等）。

丙、红军朱德之第五、第九军团以北进被阻，合张国焘、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趋阿坝，张部

进抵马塘、梭磨、卓克基、松冈（时张、朱等均不满毛泽东之独自北上，图另设临时中央，

张任书记，建立川康根据地）

。

１０﹐７（九，一０）

甲、蒋委员长自成都飞西安，张学良自西安飞太原，布置剿匪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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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红军毛泽东彭德怀等之陕甘支队自甘肃隆德北之张易堡，分二枝，进至固原南之青石嘴，

为马鸿宾师所败（明日东趋抵平凉以北）。

丙、日外相广田弘毅向蒋作宾提出中日提携三原则（停止排日，默认满洲国，防止赤化），

蒋即电告外交部。

１０﹐８（九，一一）

甲、日本内阁通过对华新政策（促进全般的中日提携，劝奖中国自力更生，设立以满铁为背

景的兴中公司作中国经济调查与投资之机关，促进沧石铁路之建设，援助山西煤矿、河南棉

花事业，调查两广路矿等）。

乙、宋哲元在天津招待中外各界。

丙、红军第四方面军张国焘自靖化西渡大金川，抵周伞、观音菩萨，为国军李韫珩师所败。

丁、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卢作孚等为厅长。

戊、黄侃卒于南京，年五十。

１０﹐９（九，一二）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发行赈灾公债二千万元。

乙、赴日经济考察团到东京，吴鼎昌发表谈话，说明该团使命在调查中日经济界以何良法提

携。

丙、日参谋部课长冈村离东京赴大连（传达对华政策）。

１０﹐１０（九，一三）

甲、蒋委员长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

乙、蒋委员长自西安到洛阳。

丙、武汉警备司令叶蓬免职（以有反日嫌疑）。

丁、国府令特赦前新疆省府主席金树仁。

戊、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开幕（１０﹐２０闭幕）。

１０﹐１１（九，一四）

甲、红军张国焘、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合朱德、董振堂、罗炳辉之第五、第九军团猛攻大金

川之绰斯甲。

乙、蒋委员长到开封。

丙、赴日经济考察团与日本实业界商定设立中日实业协会。

丁、国联大会通过对意大利实施制裁，禁运军火。

１０﹐１２（九，一五）

甲、蒋委员长派朱绍良、于学忠、杨虎城为西北剿匪军第一、二、三路司令，何柱国为骑兵

军司令，孙楚为陕北区剿匪司令（朱辖王均、胡宗南、毛炳文三纵队，八个师一个旅，另甘

青军马鸿宾、马步芳两纵队。

于辖王以哲、董英斌及自兼之三纵队，共十个师。杨辖孙蔚如、冯钦哉两纵队，约十六个旅。

何辖四个师）。

乙、红军张国焘、徐向前、朱德攻占大金川之靖化及照壁山，败国军李韫珩师（１０﹐１３

占崇化）。

丙、广州中央委员再电中央，坚持其９﹐１６主张。

丁、日俄军在伯力冲突（１０﹐６及１０﹐８均有冲突）。

戊、国联通过对义经济制裁案。

１０﹐１３（九，一六）

甲、日参谋部课长冈村宁次少将与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天津日军司令多田骏、驻华

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在大连会议，说明军部中枢对华方针及对华北意向，决要求中国铲除华北

一切有害于日满华亲善之因素（海军方面亦派本田到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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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日外务省课长守岛到上海，访有吉，传达对华政策。

丙、蒋委员长自开封飞抵太原，邀阎锡山入京参加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并商剿匪问题（日本

拟利用阎氏领导华北自治，故蒋亲邀其南下，同时调动军队，准备一战）。

丁、国府林主席到福州。

１０﹐１４（九，一七）

甲、蒋委员长自太原飞返南京。

乙、日武官大连会议完毕，冈村赴天津。

丙、汕头没收之台米及日货送还（日海军曾表示将诉诸武力）。

丁、赴日经济考察团自东京赴大阪。

戊、红军毛泽东、林彪、彭德怀等自甘肃环县经黑城岔北走，骑兵第六师白凤翔部尾追。

１０﹐１５（九，一八）

甲、川边红军（左路）张国焘、徐向前攻占大金川之南街。

乙、天津钮传善及失意军人政客组织东亚经济协会。

丙、冀鲁苏豫黄河堵口会议在开封开幕。

１０﹐１６（九，一九）

甲、川边红军朱德、董振堂、罗炳辉进至康定西北之奎庸、台站。

乙、日本经济考察团到北平。

丙、日本贵族院议员阪西中将谒汪兆铭。

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禁烟禁毒治罪条例。

戊、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辞职照准。

１０﹐１７（九，二０）

甲、中央常会通过宪法草案原则五项，交立法院重行修正。

乙、黄郛到南京，谒蒋委员长。

丙、红军张国焘、徐向前进攻抚边、懋功，败第二十军杨森部（

寻即占领懋功，杨部损失六团）。

丁、张孝若（张謇之子）在上海被仆人刺死。

戊、大批日米运粤，均免缴地方税。

１０﹐１８（九，二一）

甲、冈村宁次自天津到南京，晤汪兆铭。

乙、红军张国焘、朱德，攻占川边丹巴（约于此时张国焘成立【

西南中央局】）。

丙、法允援助英国在地中海作战。

１０﹐１９（九，二二）

甲、蒋委员长电邀泰山之冯玉祥入京出席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

乙、汪兆铭辟谣，否认日本提出新要求。

丙、宋哲元谈对日交涉，无任何秘密条件。

丁、日大使有吉、外务省代表守岛及京沪汉粤总领事在上海会议。

１０﹐２０（九，二三）

甲、河北香河奸民武宜亭（振茂）等受日人煽惑组织【国民自救会】，号召【反蒋倒党】，围

困县城，声言自治。

乙、外交部电覆蒋作宾：一、中国无以夷制夷之意，亦无排除或妨害日本之意，二、对东北

不用和平以外之方法引起变端，设法保持关内外人民之经济联系，三、如中国所提中日亲善

条件完全实行，在不妨碍中国主权独立原则下，愿协商有效方法以防范中国北边地方。

丙、日人策动之天津东亚经济协会举行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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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陆军省代表冈村宁次及京、沪、平、汉、广州、济南、台湾武官在上海会议。

戊、蒋委员长由南京飞奉化。

己、武昌行营结束（移设重庆）。

１０﹐２１（九，二四）

甲、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林彪等所率领之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即陕甘游击

支队，约万人）连日在甘肃环县之黑城岔、王家台附近与东北骑兵师白凤翔接战，本日东入

陕西保安（一作１０﹐１９或１０﹐２０）。

乙、红军朱德、罗炳辉（第九军团）进攻康定北之大炮山，被第十六军李韫珩部击退。

丙、驻日大使蒋作宾覆１０﹐７广田提议，要求取消塘沽协议及何梅协议。

丁、蒙古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举行第三次大会（１０﹐２６闭会）。

戊、福建省府主席陈仪赴台湾，参观博览会。

１０﹐２２（九，二五）

甲、日本宪兵及香河汉奸占领县城，组织自治政府。

乙、日驻【满】参事官谷正之飞太原晤阎锡山（明日回津）。

丙、赴日经济考察团与日实业界商定设立中日贸易协会。

丁、美国陆军部长邓恩到南京（明日返沪）。

戊、红军毛泽东、彭德怀、林彪部在陕西保安吴起镇与陕北之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会合（时

刘志丹、高岗因受中共中央代表朱理治、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排斥监禁，十一月毛泽东将刘、

高释出，朱、郭失势。毛旋致书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转请蒋中正予以出国机会）。

１０﹐２３（九，二六）

甲、广州中央委员三电中央坚持９﹐１６主张。

乙、冯玉祥电覆蒋委员长，申明抗日主张。

丙、日冈村宁次自上海赴香港。

丁、天津商会会员年光垚被日本宪兵拘捕。

戊、赴日经济考察团任务完毕，解散。

己、东北义勇军领袖苗可秀，在凤凰殉国（６﹐２３被俘。苗为邓铁梅部，１９３４﹐６邓

被俘，苗继之）。

庚、靳云鹗卒于北平，年五十五岁。

１０﹐２４（九，二七）

甲、中央社否认日方所传苏浙皖三省举行十万人之陆空军大演习，并辟日本对华提出六项新

要求之谣。

乙、河北省政府新派香河县县长被奸民所扣。

１０﹐２５（九，二八）

甲、立法院通过宪法草案。

乙、河北省府主席商震访日军司令多田骏商香河事变。

丙、日外务省代表守岛及华北日领事在天津会议。

丁、华南日领事及武官在台湾会议。

戊、日本工政访华团到上海。

１０﹐２６（九，二九）

甲、阎锡山自太原飞抵南京，并电促胡汉民、李宗仁等入京。

乙、蒋作宾访日藏相高桥，谈中日经济提携问题。

丙、上海举行中日学术讲演会。

丁、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拨款三十万元补助义务教育经费。

１０﹐２７（一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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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本参谋本部课长冈村宁次少将到广州，访陈济棠、李宗仁、萧佛成。

乙、河北香河奸民武宜亭等散发自救自决宣言。

丙、东北军王以哲部（一０七师）与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连日激战于陕西鄜县以北（甘泉

仍在红军包围中）。

丁、黄绍竑到奉化，谒蒋委员长。

戊、中国科学社举行二十周年纪念会。

１０﹐２８（一０，二）

甲、天津奸徒组织自治请愿团，在北宁公园召开所谓巿民大会，巿长程克得日方谅解，劝告

解散。

乙、天津新闻检查所职员王一凡等五人被日宪兵捕去（明日释放）。

丙、香河事变解决，祸首武宜亭离去（但保安队仍不能入城）。

丁、冈村宁次自广州飞南宁，晤白崇禧。

戊、福建省府主席陈仪自台湾返福州。

己、蒋委员长自奉化飞返南京。

庚、国联发表哈斯之中国经济建设报告书。

１０﹐２９（一０，三）

甲、日大使馆向北平巿政府抗议反日活动团体（并及８﹐４刘佐周事件），日武官高桥分访

商震、宋哲元，天津总领事川樾茂亦向巿政府抗议。

乙、李烈钧、孔祥熙、于右任、程潜、石瑛等电促冯玉祥入京。

丙、刘湘自成都到灌县，布置剿匪军事。

丁、我国对意大利制裁覆文提交国联，完全赞成。

１０﹐３０（一０，四）

甲、蒋委员长再促冯玉祥来京。

乙、天津巿政府社会局科长李铭被日本宪兵拘捕。

丙、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部陷金汤，进至五大寺，逼泸定。

丁、上海标金上涨。

１０﹐３１（一０，五）

甲、蒋作宾离东京返国（行前广田表示三事：中国应抛弃依赖英美政策；尊重【满洲国】事

实存在，并促进华北与【满洲国】之经济关系；中日共同防俄防共）。

乙、冈村宁次少将离广州赴台湾。

丙、北平巿政府覆日本使馆１０﹐２９抗议，允履行其要求。

１１﹐１（一０，六）

甲、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六中全会）开幕，汪兆铭被刺受伤

（凶手为孙凤鸣），主使人为王亚樵，王系受李济琛、陈铭枢之命。

乙、六中全会推蒋中正、汪兆铭、于右任、孙科、戴传贤、丁惟汾、居正为主席团。

丙、平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等十校学生向六中全会递请愿书，要求言论、集会、

结社自由。

丁、北平军分会再下令取缔妨碍中日邦交之团体。日武官高桥坦威迫商震，要求撤消军事委

员会北平分会，并免北平巿长袁良。

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四川行营在重庆成立，杨永泰任秘书长，贺国光任参谋长。

己、冯玉祥自泰安到南京，出席六中全会。

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

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临时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１１﹐２（一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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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六中全会电促两广中央委员来京出席，组织宪法草案审查委员会。

乙、任命于学忠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专任绥靖主任。

丙、红军徐向前猛攻四川芦山（１１﹐６后退）

。

丁、天津日本租界发现【华北农民自救团】宣言。

１１﹐３（一０，八）

甲、改革币制，集中白银，禁止使用现金，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钞票为法币。

乙、北平巿长袁良辞职，以宋哲元暂代（时日方正促宋宣布华北自治）。

丙、冯玉祥、阎锡山电西南政务委员会及陈济棠、李宗仁、邹鲁等晋京、

丁、飞机轰炸围攻川西芦山之红军。

１１﹐４（一０，九）

甲、日外相广田提出对华三原则：澈底消灭反日运动，中日【满】密切合作，共同防共。

乙、日本反对中国币制改革。

丙、上海外商银行遵令以现兑钞。

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开始办公。

戊、天津日军沿平津铁路大演习。

己、戴传贤、马超俊飞广州，晤陈济棠、李宗仁等，商团结事。

庚、红军罗炳辉进至泸定附近，为李韫珩师拒退。

１１﹐５（一０，一０）

甲、六中全会追认改革币制，并通过冯玉祥等所提救亡大计案，宪法草案送交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

乙、冯玉祥、阎锡山联电陈济棠、李宗仁来京。

丙、英大使布告侨民遵守中国法币令。

丁、驻日大使蒋作宾抵南京。

戊、河北宝坻奸民受日人煽动为乱。

１１﹐６（一０，一一）

甲、关东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及北平、济南日本武官高桥、石井到天津。

乙、南京日本武官雨宫巽迫外交次长唐有壬，同意撤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

丙、日使有吉访孔祥熙，询币制改革真相。

丁、行政院决议任秦德纯为北平巿长，萧振瀛为察哈尔省主席（

由张自忠代理）。

戊、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徐谟代理外交部长。

己、中央委员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

庚、红军第二军团贺龙、第六军团萧克集湖南桑植，征发米袋草鞋，准备西走。

１１﹐７（一０，一二）

甲、蒋委员长与黄郛、蒋作宾等商对日外交。

乙、南京日领事须磨，武官雨宫访外交次长唐有壬，提出华北自治问题。

丙、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与土肥原等会议，所谓【华北自治问题】。

丁、英驻日大使向外务省说明中国币制改革真相。

１１﹐８（一０，一三）

甲、参谋部次长熊斌自南京飞抵北平，向宋哲元、商震传达中央安定河北现局办法。

乙、日本大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发表声明反对中国币制改革，将实力制止华北现银输出。

丙、河北香河伪治安维持会长安厚斋就任伪县长。

丁、戴传贤、马超俊自广州飞返南京，邹鲁、林云陔、黄旭初、林翼中等决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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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一０，一四）

甲、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连日往来平津，促宋哲元宣布自治。

乙、外交部向日使抗议日方在平津直接捕人（连日被捕者三十余人，本日，宋哲元之第二十

九军政训处长宣介溪亦被捕）。

丙、日本水兵中山秀雄在上海被人开鎗击毙。

丁、驻日代办向日外务省说明改革币制目的。

戊、日外相广田训令有吉，对中国币制政策，不能合作。

己、香港禁银出口。

庚、第二十五路军梁冠英部败红军第八路游击师商俊亭于湖北罗田以北。

１１﹐１０（一０，一五）

甲、李宗仁电冯玉祥，允稍缓入京，先由黄旭初等出席代表大会。冯即与阎锡山、程潜等再

促李北来。

乙、日本军事参议官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到天津视察华北情势。

丙、河北永清奸民骚动。

丁、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败刘文辉部，占领四川天全，并击落国军飞机一架，驾驶员

陈瑾天、徐复死之。

１１﹐１１（一０，一六）

甲、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电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请开放政权，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乙、土肥原迫宋哲元于１１﹐２０前表示最后态度，关东军准备分由山海关、古北口前进。

丙、冯玉祥电胡汉民，促回国来京。

丁、两广中央委员林云陔、黄旭初到南京。

戊、上海日总领事石射为日水兵被刺事访巿长吴铁城，请缉凶。

己、上海南京路日商比野洋行被人投掷砖石。

庚、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攻占四川芦山，进逼名山。

１１﹐１２（一０，一七）

甲、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林森主席。

乙、天津日军司令多田骏到济南，访韩复矩（策动华北自治）。

丙、河北密云奸民为乱，占据县城。

丁、日外务省训令南京总领事须磨，对近日上海事件要求中国说明真相，严行取缔排日行动。

戊、行政院决定西公旗纠纷解决办法，石王停职八个月。

１１﹐１３（一０，一八）

甲、前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被施从滨之女剑翘暗杀，年五十一岁

（施从滨于１９２５﹐１１﹐２被孙俘斩。本年六月，日本拟拥孙在华北自主，孙拒）。

乙、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南次郎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建议，乘中国改革币制之际，断然进行

华北独立自治运动工作。

丙、山东省府主席韩复矩电五全代会请开放政权，实施宪政。

丁、宋哲元、韩复矩拒绝现银南运（财政部决在平津设存银保管委员会分会，周作民为主席）。

戊、日将校团军官十余人飞抵济南。

己、日本军事参议官松井石根到北平。

庚、香河事变完全解决，保安队入城。

辛、红军林彪、徐海东、刘志丹大破东北军于陕西鄜县直罗镇，俘第一０五师长牛元峰。

壬、广州中央委员邹鲁到京。

癸、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指责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要求，断送华北。子、熊斌自北平飞抵

南京。丑、中法签订通航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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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４（一０，一九）

甲、蒋中正、阎锡山、冯玉祥等向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公务员贻误罪案。

乙、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推蒋中正、汪兆铭、于右任、孙科、林森、戴传贤、居正、

张继、顾孟余、许崇智、阎锡山、冯玉祥、吴忠信、潘公展等二十二人为主席团。

丙、南京日领事要求外交部缉捕刺杀上海日水兵凶手，取缔排日活动。

丁、锦州日军向山海关出动。

戊、红军徐向前等占领四川芦山。

１１﹐１５（一０，二０）

甲、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大会。

乙、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专员殷汝耕向中央要求华北自治。

丙、日军舰开抵秦皇岛、青岛，陆军续到山海关。

丁、何应钦谈，中央对日外交仍一本亲善精神。

戊、财政部公布兑换法币办法。

己、国府明令褒扬在陕西剿匪阵亡之第一百十师师长何立中（东北军）。

庚、菲律宾共和国政府成立，奎松就任总统职。

１１﹐１６（一０，二一）

甲、日本关东军参谋花谷等到天津，向驻屯军司令多田传达关东军意见。

乙、日松井石根大将自北平飞抵张家口。

丙、日外相广田正式向英方拒绝共同对华贷款。

丁、实业部合作司成立。

戊、共产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发布第一号训令，改进财

政工作。

己、蒋委员长令万耀煌之第十三师自汉中开回四川（１２﹐７出动）。

庚、邹韬奋（恩润）、章乃器等之【大众生活】

在上海发刊（翌年二月被封）。

１１﹐１７（一０，二二）

甲、盛传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将于今日宣布自治，１１﹐２０成立政权。

乙、宋哲元布告严禁身着便衣滥行捕人。

丙、山海关日军大增，长城各口连日亦均有日军开到。

丁、日本关东军参谋花谷到济南。

１１﹐１８（一０，二三）

甲、驻日代办丁绍伋访日外务次官重光葵，询商中日亲善提携具体意见，重光提出华北事态

应与日【满】间作一圆满关系，禁止排日行为，共同防御赤化。

乙、日外、陆、海三大臣会议，以中国态度强硬，决定不于此时迫令华北自治。

丙、日松井大将自北平到天津。

丁、汉口、九江、长沙、重庆、宜昌、沙巿日本领事会于汉口（

一作１１﹐１９）。

戊、四川剿匪军刘湘部克蒲江名山间之夹山关、黑竹关（明日克百丈关）。

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员守则十二条。

庚、北平巿学生联合会恢复（中共领导）。

辛、国联对义经济制裁开始生效。

１１﹐１９（一０，二四）

甲、蒋委员长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述外交方针，内求自存，外求共存，和平未到

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抱定最后牺牲决心，而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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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最大努力。

乙、蒋委员长电令萧振瀛勿与土肥原谈判。

丙、日本军方要挟宋哲元、商震接受华北自治计划。

丁、河北省府主席商震称病谢绝见客（拒日方压迫自治）。

戊、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到天津。

己、秦德纯、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说明华北近况，教育界请宋哲元力撑危局，勿使国家

领土主权受分裂损害。

庚、天津奸民所捏造之【中华民主同盟会】，【国民自救总会】，【河北各县代表联席会议】，

【山东人民自治协会】，【绥远军政自治协会】，【河南全省人民自救会】，【察绥商民联合会】，

【天津工商业联合会】，响应宋哲元电，请开放政权，并主自治。

辛、英驻美大使林德赛与副国务卿费列勃斯商华北问题。

壬、红军第二、第六军团贺龙、萧克、任弼时、王震自湘西桑植出动南进，准备入黔川。

１１﹐２０（一０，二五）

甲、日大使有吉明自上海到京，谒蒋委员长（张群、唐有壬在座），商谈华北问题，经二小

时之久。有吉要求中央政府勿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队不可北调，并指陈中国币制改革，

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蒋答以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

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无庸中央用兵。对于华北局面，已定有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

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考虑广田三原则，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可商

谈之结果（有吉即电告广田）。

乙、河北省府主席商震请假七日。

丙、日本驻渖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自北平到天津（土肥原曾要求宋哲元最迟于今日宣告自治）。

丁、英驻美大使林德赛访国务院，商阻华北自治运动。

戊、五全大会休会，主席团拟辞职，林森、叶楚伧调停作罢。

己、汪兆铭离南京赴上海疗养。

庚、南京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落成，举行公祭。

１１﹐２１（一０，二六）

甲、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一）接受宪法草案，授权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正公布，

（二）召集国民大会，会期亦由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乙、红军贺龙、萧克自大庸渡澧水南趋。

丙、土肥原得东京电，决改变方针，先促成冀察两省自治，本日再迫宋哲元单独行动，并与

天津驻军参谋酒井晤商震。

丁、日大使有吉访外交次长唐有壬。

戊、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天津分会成立。

己、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自四川南充抵成都，进剿川西之红军。

庚、红军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部分扰蒲江、洪雅。

１１﹐２２（一０，二七）

甲、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共二百六十人（内执

委一百二十人，候补六十人，监委五十人，候补三十人）。

乙、日外相广田训令有吉，仍坚持华北轻度自治意见，依据三原则解决华北问题。

丙、日大使有吉自南京返上海。

丁、日大将松井石根到济南，晤韩复矩。

戊、李滋罗斯自上海飞抵天津视察。

１１﹐２３（一０，二八）

甲、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发布宣言，列举救国建国纲要十项：崇道德、兴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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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教育、裕经济、慎考铨、尊司法、重监察、重边政、开宪治（国民大会须于民国二十五年

内召集）、确立正当对外关系。

乙、南京日领事须磨访外交次长唐有壬。

丙、宋哲元代表萧振瀛访土肥原于天津。

丁、红军徐向前、张国焘自四川天全攻占荥经，刘文辉部败走。

戊、红军第二军团贺龙、第六军团萧克自湖南大庸经沅陵东北一带渡沅水南走。

１１﹐２４（一０，二九）

甲、蓟密区兼代滦榆区行政专员殷汝耕由土肥原、专田盛寿主使，发表宣言，定于明日在通

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乙、北平文化教育界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陆志韦（燕京大学

校长）、蒋廷黻、任鸿隽、袁同礼、傅斯年等发表宣言，反对一切脱离中央和组织特殊政治

机构的阴谋举动，要求政府以全力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丙、故大总统黎元洪在武昌卓力泉举行国葬。

丁、李滋罗斯自天津到北平视察。

１１﹐２５（一０，三０）

甲、殷汝耕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县成立，池宗墨、王厦才、张庆余、张砚田、

赵雷、李海天、李元声、殷体为委员，殷为委员长。

乙、天津奸徒自称【华北民众自卫团】、【农民自救团】代表，由日人引导游行，向巿政府请

愿，要求还政于民（经公安局及日方劝散）。

丙、石敬亭自北平到南京，报告华北情势危急。

丁、宋哲元自天津回北平。

戊、外蒙伪【满】之满洲里会议破裂（５﹐３０会议开始）。

１１﹐２６（一一，一）

甲、行政院决议：（一）裁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

（三）

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拿办殷汝耕，裁撤河北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

乙、湖北主席张群、福建主席陈仪在上海访日使有吉及日武官矶谷，希日方谅解今日行政院

对于华北之措置。矶谷表示中国须与日结军事同盟，以防赤匪北犯。江西主席熊式辉亦向南

京日领事须磨解说。

丙、英驻日代办面询日外务次官重光葵以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真意。

丁、蒋委员长与冯玉祥谈华北及抗日问题。

戊、阎锡山自南京飞返太原。

己、红军第六军团萧克自湖南大庸南占新化。

１１﹐２７（一一，二）

甲、日外相广田训令日使有吉，再赴南京，向蒋中正征求亲日之具体方策。

乙、南京日总领事须磨访孔祥熙，不满昨日行政院之措置，如逮捕殷汝耕，日政府将出以处

置，事态将恶化，即令何应钦北上，时局亦难安定。

丙、日大使有吉晤陈仪，诘难政府对于华北之措置。

丁、宋哲元电何应钦辞冀察绥靖主任新职。

戊、山东省府主席韩复矩覆宋哲元，暂不来北平。商震亦称因病不能前来。

己、日军七十名占领丰台南下之车站，扣留车辆，自天津南下津浦火车亦被日军阻止（旋放

行）。

庚、中国航空公司天津机场被日军占据。

辛、日军一列车自山海关开抵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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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英代办向日本外务省质询华北自治运动事。

癸、红军第二军团贺龙自湖南大庸南占辰溪。

１１﹐２８（一一，三）

甲、外交部对日严重抗议（一）日本军人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二）日军擅自占据丰台

车站（时日军仍监视天津丰台车辆）。

乙、何应钦自京电留宋哲元。

丙、河北省主席商震电请宋哲元制止冀东事态。

丁、代理察哈尔省府主席张自忠到天津。

戊、南京、杭州、镇江举行防空演习。

己、【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发布【抗日救国宣言】，愿与任何政治派别，武装队伍，社会团体订立抗日作战协议，

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提出十大纲领（内容与８﹐１宣言同，系在陕北发出，朱德时

在西康）。

庚、薛岳率第二路军自成都进援荥经。

辛、罗文干就黄埔开埠主任职。

壬、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开幕。

１１﹐２９（一一，四）

甲、外交部照会各国使节，声明殷逆汝耕一切行为应视为无效。

乙、孔祥熙访日使有吉，商谈广田三原则、华北问题、币制改革善后问题。

丙、北平日兵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带至日兵营问话，谓有反日行动（旋放回）。

丁、宋哲元再辞冀察绥靖主任职，并请示办法（日方以明日为期，迫宋表示态度）。

戊、蒋委员长与冯玉祥谈救亡大计。

己、驻美大使施肇基访美国务卿赫尔，商华北问题。

庚、红军贺龙部退出湖南浦巿。

辛、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在甘肃灵台失事。

１１﹐３０（一一，五）

甲、宋哲元电蒋委员长，论华北形势，谓有主自决者，有倡自治者，主因势利导。

乙、新任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何应钦自南京北上，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同行。

丙、北平教育界胡适等访宋哲元，劝阻华北自治（各方纷电宋及商震锄奸御侮）。

丁、英美两大使访北平巿长秦德纯。

戊、塘沽造船所科长沈国华等被日军拘捕。

己、陕西延安被困之东北军周福成师（第一０九师）以援断饷绝，突围南退（留一团一营守

城），红军第一方面军及第十五军团败之于鄜县直罗镇（至洛川始出红区）。

庚、湘西红军萧克自新化西占溆浦。

辛、王正廷到东京（为六河沟煤矿事）。

壬、上海纱业代表请求政府救济。

１２﹐１（一一，六）

甲、天津巿自治界代表刘孟扬等及天津巿商会分别通电主河北保境安民，自治自救。天津巿

长程克电请行政院俯顺舆情，北平巿长秦德纯亦电请因势利导。

乙、日人勾结河北大城劣绅运动自治，人民反对，发生冲突。

丙、宋哲元布告禁止造谣。

丁、福建省府主席陈仪过济南，晤韩复矩，即北上。湖北省主席张群自上海返南京。

戊、冯玉祥、于右任商抗日及对俄对共办法。

己、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兆铭电请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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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北平清华大学等十校学生发表宣言，抨击政府杀戮青年（中共策动）。

辛、湘军李觉师收复辰溪。

壬、英皇与后参观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

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

秦邦宪）、财政部长林伯渠（林祖涵）布告，禁带现金到【白区】办货。

１２﹐２（一一，七）

甲、何应钦到保定，晤商震。并发表谈话，中日必须和平亲善，并希望北平为一和平城巿。

乙、福建省府主席陈仪过天津，访日军司令多田骏，即赴北平，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亦到。

丙、国立平津各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宣言，坚决反对所谓华北自治运动，绝对不容分裂，并电

请中央制止，以保领土主权。

丁、日陆相川岛谈，中国对于华北之认识已与日本方针接近。

戊、王正廷访日外相广田。

己、驻法代办访法外长拉佛尔，谈华北问题。

庚、冯玉祥、于右任再谈联俄抗日事。

辛、川西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部越过名山、雅安，进逼洪雅。

壬、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一中全会）开幕。

１２﹐３（一一，八）

甲、何应钦到北平，即与宋哲元、陈仪、熊式辉、萧振瀛、秦德纯会商。

乙、宋哲元电冯玉祥，申明其抱负与主张。

丙、天津大公报发表【勿自促国家分裂】社论，劝宋哲元万勿自肇分裂，勿诿责民意，捏造

自治（宋下令停止该报邮寄）。

丁、南京日总领事须磨连日访外交次长唐有壬、徐谟。

戊、驻英大使郭泰祺访英外长贺尔，促注意华北严重情势，有违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

己、北平巿学生联合会全体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决定请愿游行。

庚、山东牟平等五县不法暴徒滋事，为韩复矩剿平。

辛、中央军在尖山举行大操演。

１２﹐４（一一，九）

甲、一中全会决议明年五月五日宣布宪法草案，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十月十日前代

表选举办毕。

乙、宋哲元谈华北时局已有若干办法，本人听命中央。

丙、北平教育界梅贻琦、陆志韦、傅斯年、周炳琳、蒋廷黻等晤何应钦，报告华北时局经过

情形，并陈述意见。

丁、天津教育界电何应钦、宋哲元、商震，本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二原则，挽国家于垂危。

戊、中英滇缅勘界委员在户算举行会议，由国际联盟所派委员为主席。

１２﹐５（一一，一０）

甲、一中全会决议开放言论，保障新闻纸，并令行政院纠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报纸。

乙、大公报社论，望何应钦、宋哲元为和平折冲，保国家最后立场，尽睦邻最大努力。

丙、宋哲元赴西山休息，谓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明日移颐和园。是晚何应钦、萧振瀛、

秦德纯等会商，决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

丁、日机在北平上空散发传单煽动【自治】。

戊、【北平各自治区民众代表】是晚向何应钦请愿，要求自卫自治自决，并请何早就驻平办

事长官职。

己、美国务卿赫尔对华北事件发表谈话，美对事态演变，正密切注意。国际关系，必须遵守

信约，期望一切国家，尊重其签订各约之条款（指九国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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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英外相贺尔在下院演说，对华北自治运动，已向日本询问。日本使用力量，支配中国内

政发展及行政系统，英将认为不幸。

辛、红军萧克自湖南新化走溆浦，与贺龙会合（进占武冈）。

１２﹐６（一一，一一）

甲、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对政府改组人选颇有争执）。

乙、陈仪、熊式辉、萧振瀛、秦德纯在北平连日会议，本日萧振瀛赴天津，晤日军司令多田、

参谋长酒井，商组设冀察政务委员会（

即返北平）。

丙、南京日领事须磨，访外次唐有壬，抗议我驻英美大使关于河北问题之言论。

丁、北平学生决定于１２﹐９请愿游行。

１２﹐７（一一，一二）

甲、一中全会推定（一）胡汉民、蒋中正为中央常务委员会正副主席，张厉生、刘芦隐、周

佛海为组织、宣传、民众训练部长。（二）汪兆铭、蒋中正为中央政治会议正副主席，顾孟

余为秘书长。（三）林森连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孔祥熙为行政院正副院长，孙科、叶

楚伧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居正、覃振为司法院正副院长，戴传贤、钮永建为考试院正副院长，

于右任、许崇智为监察院正副院长（即闭幕）。

乙、何应钦电京，请示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央即电覆照准。

丙、外交次长唐有壬到上海，晤日大使有吉明，说明河北问题方案。

丁、冯玉祥、孙科、邹鲁、居正、于右任函蒋委员长，谓大会宜定一抗日步骤。

１２﹐８（一一，一三）

甲、陈仪、熊式辉、秦德纯、萧振瀛与宋哲元商冀察政务委员会组织。

乙、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电请辞职。

丙、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到平，晤何应钦。

丁、日外务省表示对华将行纯经济国策。

戊、太原举行防共宣传大会。

己、湘军陈光中师收复溆浦，红军萧克、贺龙退走。

庚、川西红军第九军团罗炳辉（抗日救国军）围攻汉源（其总司令部在汉源南之汉源街附近）。

１２﹐９（一一，一四）

甲、北平学生结队（约千余人）向何应钦请愿：（一）反对所谓自治运动，（二）宣布此次交

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安全，（五）停止一切内战（指剿共），（六）

准许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又拟向巿政府请愿，并赴西直门与城外之清华燕京学生会合（城门

已闭），军警制止，被捕八人，伤数人，消防队以水龙将其冲散（时各校多有【民族解放先

锋队】之秘密组织，据云系美记者史诺夫妇、共党胡服即刘少奇所策动）。

乙、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到北平，晤何应钦。

丙、伪军李守信自多伦袭攻沽源，并陷宝昌。

１２﹐１０（一一，一五）

甲、国民政府通令切实保障正当舆论。

乙、蒋委员长与冯玉祥、孙科、于右任商时局大计。

丙、熊式辉自北平返南京，报告解决河北问题经过。

丁、商震所部军队自北平开往冀南。

戊、北平各大学学生停课，浙江大学学生响应。

己、日本海军驻津事务所成立。

庚、日领事须磨与外交次长唐有壬晤谈。

辛、李滋罗斯离北平返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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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薛岳部吴奇伟纵队（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师〔第四军〕）及周浑元纵队（第三十六军

谢溥福、赵锡光、杨步飞师），连日向川西荥经附近之红军进攻（１２﹐８开始）。

癸、中共陈绍禹（王明）李立三等之【救国时报】在巴黎发刊，从事【统战】宣传。

１２﹐１１（一一，一六）

甲、特派宋哲元、万福麟、王揖唐、刘哲、贾德耀、高凌霨、王克敏、萧振瀛、秦德纯、张

自忠、程克、李廷玉、石敬亭、胡毓坤、门致中、周作民、冷家骥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大

都为旧官僚军人，非国民党员），指定宋哲元为委员长（所谓河北事件至是正式告一段落）。

乙、新近增驻山海关之日本关东军开始撤退。

丙、杭州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

丁、北平公安局检查东北大学，捕去学生九人。

戊、蒋委员长在励志社向军官二百六十余人训话，平时宜准备一切，并改正此次大操缺点。

己、王正廷由日返国。

庚、青岛日轮私运现银，殴伤海关职员。

辛、外蒙古【内阁总理】、【军政部长】到莫斯科。

１２﹐１２（一一，一七）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通过行政院各部会长官人选：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

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教育部长王世杰，实业部长吴鼎

昌，交通部长顾孟余（未就）

，铁道部长张嘉璈，蒙藏委员长黄慕松，侨务委员长陈树人，卫生署长刘瑞恒。（二）通过

中央政治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制李文范，内政陈公博，外交王正廷，财政徐堪，

经济宋子文，教育经亨颐，土地陈果夫，交通朱家骅。

乙、国民政府令：（一）任命宋哲元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二）任命张自忠为察哈尔省政府主

席，（三）任命萧振瀛为天津巿长，（

四）调任商震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五）特派刘峙为豫皖绥靖主任。

丙、军政部长何应钦离平回京，陈仪及殷同亦离平赴津（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之设置，以日

本反对，作罢）。

丁、广州及武汉学生反对华北自治。

戊、上海马相伯、陶行知（知行）、沈钧儒、章乃器、蒋维乔、王造时等二百八十三人以【文

化界救国会】名义发表救国宣言，主以最大之努力，维护领土之完整。

１２﹐１３（一一，一八）

甲、福建省府主席陈仪访天津日军司令多田骏。

乙、连日被捕之北平学生，大部释放。

丙、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秘书长。

丁、第四军吴奇伟攻占川西荥经雅安间之观音铺。

１２﹐１４（一一，一九）

甲、天津日军司令多田、参谋长酒井与参谋本部课长喜多、武藤等会议，商扩充军额，增设

航空，并承认华北新政局为一自治行政机关，促进树立反共势力扩张之共同阵线。

乙、宋哲元召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萧振瀛、秦德纯、贾德耀、石敬亭、胡毓坤、门致中、

冷家骥商讨该会成立事宜。

丙、北平各大学校长发告同学书，劝复课。

丁、何应钦自北平抵京，向蒋委员长报告处理河北事件经过。

戊、黄郛自杭州到南京。

己、自陕西延安突围之东北军周福成师，经宜川韩城，到洛川。

１２﹐１５（一一，二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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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第二路军薛岳部之第四军吴奇伟，第三十六军周浑元及空军克复四川荣经，击破红军西

北军区副总司令徐向前之主力，第四军王宏坤，第三十军陈世才，斩获五千余人，获枪二千

余枝（首功为欧震、韩汉英两师，红军退回天全芦山之雅河防线）。

乙、冀东保安队赵雷部开抵塘沽，强迫商震军撤退。

丙、顾孟余不就交通部长，离京赴沪。

丁、教育部聘蔡元培、丁文江、李济等为中央博物院理事。

戊、中共份子之【抗日先锋】在上海发刊。

１２﹐１６（一一，二一）

甲、新任五院正副院长（除许崇智外）及各部会署长官宣誓就职。

乙、行政院长蒋中正谈施政方针：澄清吏治，综核名实；努力经济建设，以新生活运动，刷

新民族精神，以国民建设运动，培植物质基础；对巩固国际和平，愿尽最大努力，对维持国

家生命，不畏最后牺牲。

丙、国府纪念周，林主席讲【多难兴邦】；中央党部纪念周，冯玉祥讲【挽救国难】。

丁、冀察政务委员会举行预备会，由宋哲元指定王揖唐、李廷玉、高凌霨起草组织法，戈定

远为秘书长。

戊、新任察省主席张自忠及张允荣与日本武官松井在北平商沽源事件。

己、赵雷部撤退（塘沽商震部撤退，塘沽归冀东伪组织）。

庚、北平学生（约万人），再游行请愿，反对冀东伪组织，军队阻止，相持数小时，受伤者

三百余人，被捕者十四人，失踪者二十余人（此次运动系反共派为主）。

辛、济南学生游行请愿，反对冀东伪组织。

壬、教育部电北平各校，请阻止学生罢课游行，允负责维护学界安全。

１２﹐１７（一一，二二）

甲、行政院决议，任命杨永泰继张群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任命各部次长（陈介继唐有壬为

外交部次长，唐调交通次长，周诒春为实业部次长）。

乙、上海九十三同业公会宣言维护领土完整。

丙、东京英大使与日外相广田谈华北问题。

丁、日本武官高桥向宋哲元指控胡适、蒋梦麟操纵学潮，要求其离开北平。

戊、红军第九军团罗炳辉（约千余人）自川西汉源附近北退（南走之计划失败，此后徐向前

部约二万人守天全、芦山，朱德、董振堂部约二千守金汤、丹巴。

国军吴奇伟、周浑元部驻荥经，李韫珩部驻泸定、康定，川军刘湘、邓锡侯、孙震、杨森、

刘文辉、李家钰等部约一百七十团分驻名山、邛崃、灌县、洪雅、雅安、清溪之线）。

１２﹐１８（一一，二三）

甲、张群发表外交方针，以不侵略主权为限度，谋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

友邦之经济合作，以合法途径，解除不平等条约。

乙、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王揖唐、秦德纯、刘哲为常务委员。宋哲元谈话，尊重民意，厉

行廉洁，亲睦邦交。

丙、冀东伪组织阻宋哲元军开入塘沽。

丁、南京学生五千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天津、长沙、

西安学生亦有相同行动。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分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

戊、特任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为参谋总长（杨杰为副参谋总长）。

１２﹐１９（一一，二四）

甲、日大使有吉明谒蒋院长，询问外交方针，蒋告以当照本人历次宣言及张群昨日发表者。

乙、日外务省表示同意张群昨日谈话，惟不容立图撤销不平等条约，须待中国先行完成国内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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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天津日军司令多田到北平。

丁、南京学生八千余人再度游行请愿。

戊、上海、保定学生游行请愿。

己、外蒙与伪【满】军队在汤木苏克庙冲突。

１２﹐２０（一一，二五）

甲、外交部长张群与日大使有吉会谈，说明彼此立场，张谓华北问题为中日外交之一部份，

主整个谈起，今后一切外交谈判专以日大使为对手。

乙、武汉学生二万余人大游行，要求讨伐殷汝耕，制止类似之伪组织，全国动员，维护领土

主权完整。

丙、上海学生五千余人冒雨跪向巿政府请愿。

丁、北平各校长再劝学生复课。

戊、中共发告全国学生民众书，支持华北学生运动，鼓动工农学兵共组国防政府。

己、冀察政务委员会聘吴佩孚为高等顾问。

庚、日本对华经济事务机构兴中公司成立。

１２﹐２１（一一，二六）

甲、南京日领事须磨、参事若杉连访外交部长张群及次长陈介。

乙、日参谋部中国课长喜多大佐自天津飞东北。

丙、北平各中学奉令提前放寒假。

丁、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三百余人南下请愿，被阻于沧州。

戊、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湖南省主席何键赴宝庆，追击贺龙萧克。

１２﹐２２（一一，二七）

甲、财政部改中央银行为准备银行。

乙、伪军李守信陷察北沽源。

丙、太原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丁、河北省政府令各校提前放寒假。

戊、浙江大学校长郭廷远辞职离校。

１２﹐２３（一一，二八）

甲、蒋院长令教育部召集各省巿校长及学生代表于明年一月十五日在京会见，说明政府方针，

并令贡献意见。

乙、上海学生二千余人集车站要求进京，被阻。

丙、日外务省声称，领导东洋文明为日本之使命。

１２﹐２４（一一，二九）

甲、日外相广田在阁议席上报告，对华外交已渐次好转，日前蒋院长、有吉会谈，已谅解三

原则之大纲，今后愿交涉细目。

乙、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十四团体电宋哲元，谓【

流芳遗臭，公能自择】。另电中央请中止冀察自治，讨伐叛逆。

丙、宋哲元之河北省政府委员由国府发表。

丁、英大使贾德干访宋哲元。

戊、陈立夫偕张冲秘密离上海赴欧洲（苏俄斯大林请蒋委员长派人密商，陈奉命往，与新任

驻德大使程天放同船。陈在欧洲留四个月，未获与俄方代表会晤，无结果）。

己、国民政府褒扬唐继尧。

１２﹐２５（一一，三０）

甲、前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被刺殒命（据云与刘芦隐之【中国国民党革命军团】及【中

华青年抗日除奸特务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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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殷汝耕宣布改【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为【冀省防共自治政府】，自称政务长官。

丙、宋哲元偕参议陈觉生到天津，发表谈话，希望中日亲善，保全领土，内政不受干涉；双

方派负责人商谈一切（土肥原亦自平到津）。

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安定瓦窑堡）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一、

发动一切革命力量反日反蒋。二、形成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共产党员

应加紧领导斗争。三、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扩大苏区，扩大百万红军，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白军联合起来】。四、使工农士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

革命同盟者相信中共为全民利益代表者，反对党的关门主义（正式接受莫斯科发表之【八一

宣言】）。

１２﹐２６（一二，一）

甲、以学生纷纷请愿，京沪汉宣布戒严（是日河南学生在徐州卧轨，要求登车入京）。

乙、蒙古政务委员会自百灵庙电平，辟日方所传德王宣布内蒙古独立之谣。乌、伊两盟王公

亦表示拥护统一，反对分裂。

丙、宋哲元派陈觉生为北宁路局长。

丁、蒋委员长与冯玉祥、于右任等谈蒙古问题及学生运动。

戊、新编第一军参谋长续范亭以忧国事，在总理陵前剖腹，未死。

１２﹐２７（一二，二）

甲、驻日代办丁绍伋向日外务省提议举行中日会议，以解决诸问题，日方表示同意。

乙、上海请愿学生自无锡折回，京沪通车。

丙、胡汉民离法回国。

丁、马相伯、沈钧儒、江问渔、章乃器、陈彬龢、王造时、陶行知（知行）、李公朴、钱亦

石、胡愈之、郑振铎等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

戊、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讲述【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号召全国人民，各党各派团

结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改苏维埃政府为苏维埃人民政府，改工农红军为抗日人民红军。

１２﹐２８（一二，三）

甲、教育部通令各校酌量变更寒暑假期。

乙、刘桂堂匪窜扰南口一带。

１２﹐２９（一二，四）

甲、宋哲元在天津宴日本将领多田骏等二十余人。

乙、日军部新闻课长根本博在广州访萧佛成。

丙、滞留开封车站及徐州之河南学生经蒋院长劝勉返校，陇海路交通恢复。

１２﹐３０（一二，五）

甲、伪军李守信陷张北。

乙、宋哲元自津回平。

丙、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电请财政部、实业部反对日本在沪发行纸币。

丁、国府准中央银行招商股四千万元。

戊、收回牯岭英租界协定签字。

１２﹐３１（一二，六）

甲、国府特派李宗仁、白崇禧为湘桂黔边区剿匪总副司令（未就）。

乙、红军第二军团贺龙、第六军团萧克自武冈走芷江竹平铺。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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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１９３６──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丙子

１﹐１（一二，七）

甲、蒋委员长广播【国民自救救国之道】，盼推行新生活运动，努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乙、日大使有吉发表【新年所感】，盼中日官民真正认识，相扶相助，增进两国福利。

丙、红军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刘志丹在陕北安定瓦窑堡会商，谋北攻绥德，东入山西。

丁、空军飞机一架轰炸四川雅河南岸，被击落，驾驶员杨国健、俞荫椿死之，另二架被击伤。

戊、伪【冀东自治政府】截留北宁路新榆段路款。

己、庐山牯岭英租界收回。

庚、新疆盛世才与苏俄订立协议，俄以军事、经济、政治援盛。

１﹐２（一二，八）

甲、北平各大学校长否认各校准备南迁。

乙、平津学生联合会分派宣传队往各村镇宣传（一周）。

丙、第四军第九十二师梁华盛攻占川西荥经西北之小河场王家山，败红军罗炳辉，毙其师长

曾广林。

丁、红军贺龙、萧克走抵湖南晃县龙溪口。

１﹐３（一二，九）

甲、蒋委员长电宋哲元，本维护领土完整原则，妥慎处理察事。

乙、铁道部长张嘉璈到平，与宋哲元商北宁路问题。

丙、红军萧克、贺龙前队自湘西入贵川铜仁境。

丁、美总统罗斯福在国会演说，痛陈侵略之危机。

１﹐４（一二，一０）

甲、张学良、杨虎城到陕北绥德，视察匪区情况（明日到榆林）。

乙、陕北红军围攻米脂榆林间之武镇（寻为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击退）。

丙、南京日领事须磨与日外相广田商调整中日关系。

１﹐５（一二，一一）

甲、蒋委员长到上海，慰问汪兆铭，并与黄郛商对日问题，当日返京。

乙、日兵在北平朝阳门开枪行凶，殴伤我守城警官。

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地质学家丁文江病卒于长沙，年四十九岁。

１﹐６（一二，一二）

甲、蒋委员长中央纪念周讲做人、革命、建国三大道。

乙、冯玉祥就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职。

丙、阎锡山在晋讲述本年山西之难关，涕泪交流。

丁、宋哲元电覆上海各团体冬电，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

戊、萧振瀛到天津与日军司令多田、参谋长永见商冀东问题，伪军李守信侵占察北六县问题，

赵雷部退出塘沽问题。

己、内蒙王公十二人电京拥护统一，反对分裂运动（指察北之德王）。

庚、铁道部长张嘉璈到大同，晤绥远省府主席傅作义。

１﹐７（一二，一三）

甲、张学良等飞抵山西离石。

乙、红军萧克、贺龙退出贵州玉屏。

丙、北平朝阳门中日士兵冲突事件，日本向我抗议。

丁、张嘉璈抵天津，告日本屯驻军司令多田骏，中央决扩展大沽港。

１﹐８（一二，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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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外务省决定对南京会议方策，要求中国先绝灭再起之排日抗日运动，提出亲善具体条

件。

乙、上海日商银行拒不交出现银。

丙、宋哲元在保定就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声言今后枪口不对内，决肃清共匪。

丁、张学良、杨虎城到太原，与阎锡山商陕北军事。

１﹐９（一二，一五）

甲、华北之日本武官及太原、济南、张家口、山海关之特务机关长在天津会议。

乙、中央常会选云王为国民政府委员。

丙、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结束。

丁、阎锡山派杨爱源为山西剿匪总指挥。

戊、红军贺龙占贵州石阡，萧克占江口（萧克旧部第十八师张致坤来会）。

１﹐１０（一二，一六）

甲、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陆军省新闻课长根本博到天津参加日武官会议。

乙、冀察政务委员会商讨冀东、察北及朝阳门事件等问题。

１﹐１１（一二，一七）

甲、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成立。

乙、伪【满】外交次长大桥忠一到通州访殷逆汝耕。

丙、日武官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会于青岛。

丁、张学良、杨虎城自太原回西安。

戊、李滋罗斯自上海到南京。

１﹐１２（一二，一八）

甲、北宁路局长陈觉生与殷汝耕商妥该路扣款条件（每月由该路接济冀东伪组织十万元）。

乙、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到济南，晤韩复矩。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天津。

丙、日本于绥远设特务机关，由羽山主之。

丁、红军贺龙到贵州石阡，萧克趋印江。

１﹐１３（一二，一九）

甲、日本政府以第一次【华北处理要纲】指示驻华司令官。

乙、天津日军参谋中井与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飞太原。

丙、日少将板垣征四郎到北平，晤宋哲元。

丁、宋哲元派被通缉之石友三（汉奸）为北平保安司令。

戊、广州学生罢课游行，与【市民除奸团】冲突，陈济棠下令戒严。

己、中央推居正、叶楚伧、陈策赴香港迎胡汉民，上海各机关团体亦成立欢迎胡汉民晋京会。

１﹐１４（一二，二０）

甲、行政院决议：（一）派张发奎为闽浙皖赣边区清剿总指挥，（二）调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

清剿总指挥，（三）派刘兴代理贵州绥靖主任，（四）通过铁道部新路建筑委员会规程。

乙、冀察绥靖公署在北平成立。

丙、宋哲元到天津，与日军司令多田、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商冀察问题。

丁、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到通州，晤殷汝耕。

戊、刘桂堂匪自涞源经阜平南窜至曲阳。

１﹐１５（一二，二一）

甲、蒋委员长与各地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及大学学生代表谈话，交换意见，并说明政府对日方

针。

乙、日土肥原与宋哲元谈冀察问题，板垣自北平到天津（明日返长春）。

丙、蒙古政务委员会改组，索王德王为正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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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胡汉民抵新嘉坡，晤来迎之广州代表林翼中、中央代表魏道明等。居正、叶楚伧、陈策

今自沪南下。

戊、浙赣铁路南玉段举行通车典礼，南萍段开工。

己、日本退出伦敦海军会议。

１﹐１６（一二，二二）

甲、蒋委员长再向各学校代表详述外交方针，决不签订有损领土主权之条约，并不订秘密协

议，勉学生守纪律，勤学问，锻炼身体。

乙、教育部长王世杰声明平津各大学决不南迁。

丙、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职。

丁、李滋罗斯自南京飞抵汉口。

１﹐１７（一二，二三）

甲、南京学界谈话会终了，各校长发表宣言，拥护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任何分离运动，

实施切合国难时期需要之教育。

乙、伪军李守信侵占张家口之大清门（时察北六县均为李所占领）。

１﹐１８（一二，二四）

甲、蒋委员长自南京到杭州（１﹐２２返京）。

乙、陈济棠到香港，迎胡汉民（１﹐２１回广州）。

丙、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在吉林汤原县会议成立联军总部（见１９３５﹐６﹐２０）。

丁、绥东四旗（察哈尔右翼四旗）各总管由绥远省政府指导管辖。

１﹐１９（一二，二五）

甲、胡汉民自欧洲到香港，欢迎者极盛。发表谈话，谓党应恢复有主义有精神之党，政府应

改造为有责任有能力之政府。

乙、北平学生联合会决议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

１﹐２０（一二，二六）

甲、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成立（陈中孚为主席）。

乙、淮南铁路通车。

丙、英王乔治五世卒。

１﹐２１（一二，二七）

甲、行政院决议发行铁路公债一万二千万元。

乙、日外相广田在贵族院演说，对华关系仍本三原则（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中日

积极亲善提携；中国对于【满洲国】之存在必须加以尊重；中国北边一带地方之防止赤化，

中日须共同商有效办法），已得中国赞同。

丙、内蒙古德王通电，否认宣布独立（传德王于１﹐１７宣告独立）。

丁、上海学生组织救国宣传团。

１﹐２２（一二，二八）

甲、南京日领事须磨晤外交部长张群，转达日外相广田之意见。

乙、外交部发表声明，否认曾赞同广田之三原则。

丙、内蒙德王以蒙古政务会名义，将察哈尔左翼四旗及四牧群改为察哈尔盟，委蒙古保安队

长卓什海为盟长。

丁、冯玉祥与俄大使长谈。

戊、居正、叶楚伧由香港到广州。

己、全国青年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卒于上海，年五十四岁（１８８２至１９３６）。

１﹐２３（一二，二九）

甲、日外务省发表谈话，中国在原则上已承认广田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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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反对察北独立之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蒙古政务会委员尼玛鄂特索尔在张北被害。

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停止推行简体字。

１﹐２４（一，一）

甲、日使馆武官矶谷廉介晤外交部长张群。

乙、居正、叶楚伧自广州到香港，再促胡汉民入京。

１﹐２５（一，二）

甲、日使馆武官矶谷廉介谒蒋委员长，谈调整中日关系，历二小时。

乙、胡汉民以陈济棠之邀，自香港到广州。

丙、孙科抵上海，居正、叶楚伧离香港北上，转达胡汉民之意见。

丁、设立绥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沙王为委员长（设于伊盟之伊金霍洛

以制德王）

。

戊、红军将领致书东北军将士，希望共同协商，联合抗日。

１﹐２６（一，三）

甲、张学良自西安到南京，商西北剿匪军事（张拟向蒋委员长陈述共党投诚事，未果）（按：

张询阎锡山对剿匪意见，阎认剿匪为非计，对内将无以对外）。

乙、红军贺龙、萧克自贵州瓮安进占平越（行政专员聂洗死之），贵定、贵阳戒严。

１﹐２７（一，四）

甲、中日贸易协会在上海、东京成立，周作民及儿玉谦次分任会长。

乙、李滋罗斯与日本武官矶谷廉介谈中国币制问题。

丙、冯玉祥语蒋委员长，非有与国不能抗敌。

１﹐２８（一，五）

甲、贵州省府主席吴忠信自南京到南宁，晤李宗仁、白崇禧，劝与中央合作。

乙、行政院令教育部整饬学校纪律，严禁罢课。

丙、上海学生在闸北游行。

丁、居正、叶楚伧等自香港返抵南京。

１﹐２９（一，六）

甲、教育部宣布国难时期之教育宗旨。

乙、国民政府颁给日大使有吉明勋章。

丙、俄大使鲍格莫洛夫访外交部长张群。

丁、伪【满】军一连举义，走入俄境伯力附近。

１﹐３０（一，七）

甲、林主席电促胡汉民进京。

乙、日武官矶谷离上海返国。

丙、日大使有吉明谒蒋委员长辞行，蒋设宴饯别，并由国府颁给勋章。

丁、剿匪军郭思演、郭汝栋、李觉师收复贵州平越。

戊、日俄军在伯力附近金厂沟冲突，俄副外长向日使抗议。

１﹐３１（一，八）

甲、胡汉民电覆林主席、蒋院长，略事休养，再行进京。

乙、日大使有吉明谈话，中日关系之改善，应不拘小问题而向大目的迈进。

丙、陕北驻军师长井岳秀误戕毙命。

丁、北洋工学院学生驱逐进京之代表，毁其什物。

１﹐？（一，？）周至柔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蒋委员长夫人任秘书长）。

２﹐１（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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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财政部发行统一公债及复兴公债，将各种旧公债分五类整理，上海持券人宣言拥护。

乙、宋哲元、韩复矩会于山东乐陵。

丙、冀东伪军进入昌平，原驻保安队撤退。

丁、红军贺龙、萧克经贵阳城外西走。

戊、禁烟总会在京开首次会议。

己、北平青岛长途电话通话。

２﹐２（一，一０）

甲、湘军刘建绪电告收复贵州余庆、瓮安。

乙、特种远东红旗军发表声明，驳斥关东军之公告，否认煽动【

满】军叛变，一月三十日之冲突系因日军越境。

２﹐３（一，一一）

甲、日本驻华武官矶谷廉介向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彬山、第二课长冈村报告中国现势，并作重

要建议（２﹐５又向军部报告）。

乙、日本关东军驻绥远特务机关长羽山、驻滂江军事联络员叶山到天津晤土肥原及多田。

丙、德王电京，否认独立。

２﹐４（一，一二）

甲、行政院决议发行统一公债十四万六千万。

乙、行政院决议任命许世英为驻日大使，顾维钧升驻法大使（许与日相广田弘毅为旧识）。

丙、行政院决议任命朱庆澜为救济委员会委员长。

丁、宋哲元自山东到天津，派陈觉生访土肥原。

２﹐５（一，一三）

甲、日陆军省决定对华政策，要求中国澈底清算反日抗【满】政策，重视华北政权，解决各

种悬案。

乙、红军贺龙占贵州大定、黔西，败第五十四师郝梦龄。

丙、蒋委员长电令万耀煌、郝梦龄、李觉、樊嵩甫、郭汝栋等师进向贵州黔西、织金、仁德，

围剿贺龙、萧克，并以万、郝分任第五、第六纵队司令官。

２﹐６（一，一四）

甲、胡汉民与陈济棠、李宗仁、萧佛成、邹鲁等会商京粤合作问题。

乙、贵州省府主席吴忠信自广西返贵阳。

丙、财政部布告发行新辅币。

丁、日皇赠前驻日大使蒋作宾以一等旭日大绶勋章。

戊、日本旅顺要塞司令和田与华北日军司令多田会于天津。

己、日外务、陆军、海军三省会议，商对俄方针。

２﹐７（一，一五）

甲、日本任命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有吉明归国。

乙、日本旅顺要塞司令和田到北平晤市长秦德纯（明日到通州晤殷汝耕）。

丙、日外陆海三省会议，决定早日促成中日提携、防止赤化、共同防御。

丁、王树 卒，年八十五。

２﹐８（一，一六）

甲、宋哲元自津返平，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亦到。

乙、胡汉民等再商京粤合作问题。

丙、红军贺龙、萧克进向贵州毕节。

丁、外蒙军与伪【满】军在贝尔池附近冲突。

２﹐９（一，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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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共军萧克占贵州毕节（即在此休息补充）。

乙、日本旅顺要塞司令和田离北平赴沈阳。

丙、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毕特门演说，猛烈抨击日本，斥其关闭中国门户，破坏条

约。

２﹐１０（一，一八）

甲、国民政府公布统一公债条例。

乙、蒋委员长通令严办烟民登记。

丙、广州国民党西南执行部通过胡汉民整理党务案。

丁、日外务省会议，矶谷报告对华外交问题。

２﹐１１（一，一九）

甲、行政院决议裁撤平津卫戍司令部及津沽保安司令部，改设天津保安司令部，以刘家鸾为

司令。

乙、行政院决议派阎锡山为绥境蒙古政务委员会指导长官。

丙、第二路军薛岳部第一纵队吴奇伟（第五十九师韩汉英、第九十师欧震、第九十二师梁华

盛）、第二纵队周浑元（第五师谢溥福、第九十六师赵锡光、第六十一师杨步飞），开始向川

西天全芦山之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部攻击，空军出动侦察轰炸（川军邓锡侯、孙震、

杨森、李家钰、唐式遵、王缵绪、潘文华、郭勋祺、刘文辉各部守备灌县、邛崃、名山、洪

雅、汉源之线，均未出动）。

２﹐１２（一，二０）

甲、中央宣传部发【告国人书】，痛斥赤色帝国主义与赤色汉奸（为上海救国会及平津学潮

而发）。

乙、第二路军薛岳部击破红军主力于川西雅河南岸，毙其十一师长陈儒道于新阳。

丙、日大使有吉明到东京，向外相广田报告中国近情。

丁、日本关东军在河北通州设置特务机关，由桑原主持。

戊、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设立办事处。

己、日、【满】军击退贝尔池南之蒙军，占领乌兰呼都克。

２﹐１３（一，二一）

甲、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访宋哲元，谈冀察问题。

乙、新任驻日大使许世英、驻法大使顾维钧谒蒋委员长及外交部长张群。

丙、绥境蒙古政务委员长沙王（沙克都尔札布）

到归绥。

丁、中法航空联运开始。

２﹐１４（一，二二）

甲、胡汉民在广州演讲，说明北上与否，视主义政策能否推行实现而定。

乙、日本外务省会议对华外交政策：（一）以广田三原则为根据；（二）完全统一对华外交，

使之一元化；（三）进行建设的提携工作。

丙、苏俄关闭驻沈阳总领事馆。

２﹐１５（一，二三）

甲、中日无线电话通话（上海、东京间）。

乙、陇海路西安咸阳段通车。

丙、张学良自南京回西安。

丁、李滋罗斯到香港。

戊、剿匪军薛岳部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攻克川西天全及始阳。

己、贵州剿匪军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克复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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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一，二四）

甲、剿匪军第二纵队周浑元攻克川西之飞仙关，团长郑武阵亡。

乙、绥远伊盟七旗联军总指挥康王就职。

丙、上海庙行镇【一二八】阵亡将士无名英雄墓落成。

丁、天津日军参谋池田中佐自东京回天津，华北日军增强方案决定（时华北日军已增至八千

余）。

戊、美副国务卿费列勃斯在芝加哥演说，主维持远东门户开放政策。

２﹐１７（一，二五）

甲、薛岳部周浑元纵队攻克川西芦山（天全芦山之役，歼红军六千余人）。

乙、山西【主张公道团】成立，阎锡山任总团长。

丙、魏道明携胡汉民函到京谒蒋委员长。

丁、日军部拒绝设立日、【满】、俄混合委员会以处理国境纠纷之提议（２﹐１４俄提）。

２﹐１８（一，二六）

甲、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扩大职权，研讨并办理冀察外交。

乙、日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派森安三郎为驻北平专员，本日抵天津（明日访日军司令多田，

即赴平）

。

丙、贵州剿匪军万耀煌部收复大定，贺龙、萧克西占毕节。

丁、红军张国焘、徐向前因剿匪军之压迫，北走宝兴。第四军吴奇伟克复川西天全以北之灵

关。

戊、苏俄关闭在哈尔滨之领事馆。

２﹐１９（一，二七）

甲、汪兆铭自上海赴欧洲，曾仲鸣等同行。

乙、日海军省军令部第三部长高须少将谒蒋委员长，谈调整中日关系问题。

丙、日本走私浪人与山海关关员冲突。

丁、清华大学全体教授以不允学生补考，辞职。

戊、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南京及各地举行盛大宣传。

己、剿匪军万耀煌部营长武锺琦在贵州大定老鹰岩遇伏全军覆没，红军贺龙部亦伤亡千余。

２﹐２０（一，二八）

甲、红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徐海东、刘志丹部约二万人，五千人自陕北渡河

入山西，经中阳石楼之坪上村、贺家凹、碛口、军渡、三交镇五个渡口，晋军温玉如旅应之，

周原建旅被缴械，王靖国师防地被突破，大举东进，高倡【抗日】（实为掠夺物资）。

乙、国民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七条（为学生请愿游行而发）。

丙、军政部长何应钦、教育部长王世杰电北平，取缔学生之违法组织。

丁、日政府决定增加华北驻屯军（本日日皇批准）。

戊、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为军长，发表【东北

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２﹐２１（一，二九）

甲、行政院令教育部禁止平津学生联合会之活动（平津学联分左右两派，冲突颇烈）。

乙、北平军警开始搜检各学校，拘捕十二人。

丙、日外务省再召开检讨对华政策协议会。

丁、天津日军司令多田到北平。

戊、胡汉民与日本松井石根大将畅论大亚细亚主义（２﹐２２）。

己、绥远百灵庙之德王教导队以反对德王之行动，由云继光等率领南走，听候中央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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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绥远各界举行欢迎绥境蒙政会各委员大会。

辛、巴西驻华公使赖谷呈递国书。

壬、李滋罗斯到广州（明日晤胡汉民等）。

癸、【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通电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东征宣言），

主先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停止内战，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复失地，正式成

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然后于苏维埃领土内举行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２﹐２２（一，三０）

甲、南京举行讲演会，蒋委员长出席讲演。

乙、阎锡山电中央请援，并组所部为四个纵队（杨澄源、杨效欧、李生达、孙楚）。

丙、天津日军司令多田在北平宴各当局及第二十九军人员。

丁、北平军警拘捕学生二十五人。

戊、许世英到莫干山，访黄郛。

己、胡汉民谈俟如何救亡问题解决，再决定行止。指责南京错误外交。

２﹐２３（二，一）

甲、绥境蒙古政务委员会成立。

乙、北平军警拘捕学生四十余人。

丙、川军第二十一军唐式遵克宝兴，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北走。

丁、王正廷晤胡汉民（明日晤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等）。

２﹐２４（二，二）

甲、教育部长王世杰发表谈话，对于北平学潮，必要时决采断然处置。

乙、宋哲元派门致中为华北公路总监。

丙、华北日军司令多田骏飞抵张家口、绥远，晤张自忠、傅作义（明日飞沈阳）。

丁、日松井石根大将自广州飞广西南宁，访白崇禧（明日返粤）。

戊、广州商会反对广九与粤汉铁路接轨。

２﹐２５（二，三）

甲、西南政务委员会电请中央驳斥日本提出之三原则，剔除秘密外交。

乙、河北教育厅制止天津学生运动。

丙、太原绥靖公署以共军渡河入晋，惩处疏于防范之旅长温玉如等。

丁、薛岳部第五师赵锡光、第九十师欧震克四川天全。

２﹐２６（二，四）

甲、日本东京少壮军人第一师团第三联队暴动，杀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

内大臣斋藤实，袭击首相冈田启介官邸。

乙、新任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到上海。

丙、日本兴中公司社长十河访宋哲元，商华北经济问题。

丁、入晋红军攻中阳石楼，败晋军两旅于关上、水头、石口。

戊、剿匪军傅仲芳、万耀煌师败红军贺龙、萧克于贵州毕节。

２﹐２７（二，五）

甲、红军徐海东部进至山西孝义。

乙、剿匪军傅仲芳师克贵州毕节，贺龙、萧克西南趋威宁。

丙、日大使有田宴许世英于上海。

丁、驻德大使程天放向德国元首呈递国书。

２﹐２８（二，六）

甲、宋哲元代表石敬亭到南京，谒中央当局。

乙、李滋罗斯自香港返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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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９（二，七）

甲、国民政府颁布兵役法，自明日起实行（实行征兵制）。

乙、红军围攻山西蒲县隰县。

丙、北平军警检查清华大学，与学生冲突。

丁、日大使有田在上海谈，广田三原则以合力防共一点最为重要。

戊、东京事变结束，行凶官兵归营。

３﹐１（二，八）

甲、晋军杨澄源之第一纵队败红军于隰县。

乙、新任驻日大使许世英到北平，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明日离平南返）。

丙、清华大学学生二十一人被逮捕。

丁、铁道部成立新路建设委员会。

戊、美国民众举行对日示威。

３﹐２（二，九）

甲、外交部以近日日本飞机在华北擅自飞行，外交部再提严重抗议。

乙、红军进至山西汾阳三泉镇，及灵石之双池镇（时红军已蔓延中阳、石楼、离石、隰县、

蒲县、永和、孝义、汾阳）。

３﹐３（二，一０）

甲、阎锡山对红军颁发总攻令。宋哲元电请蒋委员长速定大计，派军协剿。

乙、殷汝耕自通州飞抵天津，晤日军司令多田、总领事川越。

丙、近卫文●辞日皇组阁之命。

丁、国联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在日内瓦开会，通过中国建议。

３﹐４（二，一一）

甲、土肥原自天津赴济南，晤韩复矩。

乙、天津日军会商山西红军问题。

丙、晋军第三纵队李生达攻克汾阳三泉镇。

丁、平汉车在新郑因土匪拆轨倾覆。

戊、斯大林声明如日本攻击外蒙，俄国将不惜一战。

３﹐５（二，一二）

甲、宋哲元召集会议，商剿匪问题。

乙、胡汉民、陈济棠等商时局。

丙、广田弘毅任日本首相。

丁、剿匪军万耀煌、樊崧甫、孙渡纵队进抵贵州威宁附近（红军政治委员夏曦于数日前战死）。

３﹐６（二，一三）

甲、冀察政务委员会令河北各校停止军事训练，军训教官应即离校（日方之要求）。

乙、新任日本大使有田八郎呈递国书。

丙、阎锡山电告第一纵队杨澄源自隰县进剿石楼，第四纵队孙楚肃清中阳暖泉镇留举镇。

丁、日本以植田谦吉代南次郎为驻伪满洲国大使兼关东军司令官。

戊、中央航空机械学校成立（防空学校亦于是时成立）。

３﹐７（二，一四）

甲、土肥原离青岛返日，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继主对冀察外交。

乙、日大使有田谈，根据广田三原则与中国谈判。

丙、晋军二次对红军总攻。

丁、红军贺龙、萧克进至云南镇雄奎乡（追剿军樊崧甫、傅仲芳师先后赶至，红军即于镇雄

昭通一带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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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德国废弃罗迦诺公约，德军即开入莱因非武装区域。

３﹐８（二，一五）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自川西天全进驻雅安（

时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正向懋功西北移动）。

３﹐９（二，一六）

甲、天津日军参谋长永见与萧振瀛、陈中孚、陈觉生谈冀察晋绥防共问题。

乙、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军部不满内阁人选，连日会商，广田屈服，广田兼外相，陆相

寺内寿一，海相永野修身）。

３﹐１０（二，一七）

甲、行政院长蒋中正通令铲除贪污。

乙、日首相广田说明外交政策（根据对华三原则，实行完全之中日提携）。

丙、驻日大使许世英抵东京。

丁、红军彭德怀等与晋军杨效欧、李生达在孝义眼头仲家山、兑九峪、下堡激战，为晋军所

败，伤亡三千余。

戊、西北剿匪军（东北军）王以哲军解陕西甘泉围，红军北走保安沙嘴子。

３﹐１１（二，一八）

甲、日使有田谒蒋委员长，交换中日问题意见。

乙、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发表告民众防共书。

３﹐１２（二，一九）

甲、外蒙与苏俄在库伦签订互助协议（军事同盟），定期十年。

乙、王宠惠自欧洲到广州，与胡汉民商时局。

丙、平沼骐一郎继任日本枢密院议长。

丁、日前外相内田康哉卒。

戊、剿匪军万耀煌师与红军贺龙、萧克激战于贵州毕节威宁间之桃源、得章坝，双方伤亡颇

大。

己、毛泽东在山西孝义兑九峪召开会议，积极扩大红军并筹款。

３﹐１３（二，二０）

甲、晋军第三次对红军总攻。

乙、日本松井石根大将自上海到南京，访外长张群。

丙、铁道部长张嘉璈沿粤汉铁路南下到广州，商粤汉铁路行政事。

３﹐１４（二，二一）

甲、日本松井石根大将谒蒋委员长。

乙、日本武官矶谷访宋哲元，交换防共意见（即赴津）。

丙、德王代表谒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解释误会。

丁、王宠惠再与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邹鲁等晤谈（明日赴港）。

戊、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到太原，晤阎锡山，所部第三十二军开入山西，协助晋军作战。

己、山西红军自汾阳孝义分二支，左路彭德怀、徐海东北趋文水、交城，右路林彪南趋霍县、

赵城。

３﹐１５（二，二二）

甲、外交部为华北走私事，再向日方抗议。

乙、川西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部北移松潘西南地区。

丙、汪兆铭抵柏林。

３﹐１６（二，二三）

甲、日大使有田与外交部长张群，开始谈中日问题，历三小时（

张主张自东北问题谈起，有田谓尚非时机，张遂谓至少须先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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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乙、华北走私猖獗，大批私货到天津。

丙、中央储蓄会开业。

丁、张嘉璈到南宁，与白崇禧等商湘桂铁路建筑计划。

３﹐１７（二，二四）

甲、张群与有田二次会议，不赞同以广田三原则为调整中日关系之基础，并说明中国立场与

见解。

乙、天津海关公布缉私暂行办法。

丙、日第三舰队司令及井到天津，晤日军司令多田。

丁、山西红军林彪扰霍县，断同蒲路，与中央军关麟征师接触。

３﹐１８（二，二五）

甲、张群与有田三次会谈，有田说明日本立场与见解。

乙、上海学生又游行。

丙、红军贺龙、萧克进至贵州威宁云南会泽间，剿匪军孙渡、郭汝栋、郝梦麟、樊崧甫、李

觉、万耀煌各纵队分头堵击。

３﹐１９（二，二六）

甲、张群与有田作末次会谈，即发表共同声明，谓双方见解，未能全部一致。

乙、山西红军徐海东攻文水、交城。

３﹐２０（二，二七）

甲、日大使有田谒蒋委员长辞行（明日到上海）

。

乙、日本飞机到山西侦察剿匪情形。

丙、晋军孙楚、杨效欧、李生达等进攻石楼之水头石口（毛泽东在水头）。

丁、西安举行剿匪会议，张学良副司令及绥靖主任朱绍良、杨虎城，军长胡宗南、马鸿逵等

参加。

戊、日【满】军进犯外蒙之阿底克多伦边哨。

３﹐２１（二，二八）

甲、津海关与北宁路施行缉私办法。

乙、蒋委员长自南京飞奉化。

丙、宋哲元到保定，布置冀南防共剿匪军事。

丁、山西红军林彪分路进占赵城、洪洞、霍县、临汾。

戊、晋军李生达、杨效欧败红军于离石北之冀家源。

３﹐２２（二，二九）

甲、王宠惠自粤到上海，张嘉璈同船北返。

乙、日大使有田在上海召开驻华总领事会议（明日闭幕）。

３﹐２３（三，一）

甲、晋军孙楚、李生达等克复隰县东北之水头镇。

乙、红军萧克自云南宣威趋平彝。

丙、陈济棠之兄维周到南京。

丁、日本以喜多诚一继矶谷廉介为驻华武官。

３﹐２４（三，二）

甲、晋军孙楚等克石口镇，毛泽东西走。

乙、日本阁议任有田八郎为外务大臣，重光葵为驻华大使。

丙、红军贺龙、萧克占贵州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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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行政院公布川黔铁路公司章程。

３﹐２５（三，三）

甲、日首相广田对外国记者谈话，调整中日关系，不变更三原则。

乙、日大使有田到天津，召开华北日领事会议。

丙、陈诚自汉口到太原，助晋军剿共。

丁、上海军警逮捕复旦大学学生，发生冲突。

戊、日俄军在珲春边境长岭子冲突。

３﹐２６（三，四）

甲、军事学家蒋方震及新任驻法大使顾维钧，驻义大使刘文岛离上海赴欧洲。

乙、日大使有田八郎自天津取道东北回国。

３﹐２７（三，五）

甲、晋军孙楚、杨澄源主力进向转角镇，败红军于张家塌，石楼解围。

乙、包围上海复旦大学之军警撤退，教授学生被捕二十人，警察死一人。

丙、山东董庄黄河堵口合龙。

３﹐２８（三，六）

甲、蒋委员长自浙江回南京。

乙、日大使有田在长春与新任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会商，将来外

交除南京外，更以华北、西南为对象，助其发展。

丙、日武官矶谷廉介晤来华之英经济顾问李滋罗斯。

丁、苏俄公布俄蒙成立互助公约。

戊、孙洪伊卒于上海。程克卒于天津。

３﹐２９（三，七）

甲、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在上海成立。

乙、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师收复山西霍县。

晋军杨澄源、孙楚部进至晋西石机辛关渡，红军开始渡河西退。

丙、陈诚、杨爱源分任山西剿匪军第一、第二路总指挥。

３﹐３０（三，八）

甲、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经丹巴入西康，川军杨森克懋功。

乙、宋哲元在天津与日军司令多田骏及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晤谈（华北防共及撤消冀东伪组

织问题）。

丙、刺汪兆铭案在京公审（检察官指明主使人为陈铭枢、李济琛、王亚樵）。

３﹐３１（三，九）

甲、外、财、铁、实四部会商防止华北日韩人走私办法。

乙、秦皇岛缉私关员遭走私日本浪人殴伤。

丙、外蒙与日【满】军又起冲突。

４﹐１（三，一０）

甲、外交部否认中俄订立密约。

乙、宋哲元谈冀察力足防共。

丙、天津大公报在上海设分馆发行（鉴于华北局势危迫）。

丁、北平学生约八、九百人为被捕病死学生郭清开追悼会，并抬棺游行，被军警拘去五十三

人。北京大学开除学生四人，停止本届学生会活动。

戊、派戴传贤代表政府赴德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

４﹐２（三，一一）

甲、俄大使以３﹐１２俄蒙协议通知外交部，外部当即严重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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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收复山西临汾，红军退。

丙、王宠惠自上海到南京，转达胡汉民之意见。

丁、天津私货连日如潮涌至。

戊、有田八郎出任日外务大臣。

己、浦口大火。

４﹐３（三，一二）

甲、日外相有田谈话，对华将促进防共工作，不拘泥三原则。

乙、滦东北戴河、秦皇岛、留守营、昌黎一带日韩人走私猖獗。

４﹐４（三，一三）

甲、共产党代表李克农到陕西洛川王以哲军部，张学良自西安来晤（经李安排，六月张又飞

延安，晤周恩来，商合作抗日，由蒋委员长领导）。

乙、第二十五师（关麟征）及三十二军商震收复洪洞、赵城，红军林彪南走。

丙、日武官今井武夫飞山西，侦察匪情。

丁、陕甘剿匪军克陇东正宁湫头镇。

戊、红军贺龙、萧克西入云南平彝曲靖。贵州剿匪军收复盘县。

己、全国庆祝儿童节。

庚、中国哲学会在北平举行第二届年会。

４﹐５（三，一四）

甲、外交部向俄使馆抗议３﹐１２之俄蒙协议（俄大使鲍格莫洛夫事前曾加阻止）。

乙、日外务省声明对华不放弃三原则。

丙、晋军第一纵队杨澄源克襄陵，败红军林彪。

丁、国民政府举行民族扫墓。

戊、英使贾德干离沪返国。

４﹐６（三，一五）

甲、天津日军司令部部附松室孝良到平设办事处，谓防共乃东亚大问题。

乙、驻日大使许世英呈递国书（３﹐２６？）。

丙、外交部派罗家衡为冀察特派员。

丁、山西汾城解围，北路克康宁镇，红军退向离石。

戊、红军朱德、徐向前占西康瞻化，捕西康宣慰使诺那呼图克图。

己、红军萧克、贺龙抵云南寻甸。

４﹐７（三，一六）

甲、外交部向日使馆阻止日本增军华北。

乙、中国银行家陈光甫、郭秉文与美财长摩根索商货币合作。

丙、行政院决议：（一）全国各级学校设置免费公费学额，（二）任命竺可桢继郭任远为浙江

大学校长。

丁、四川行营主任顾祝同到昆明与龙云商剿共军事。

戊、河北省政府厉行防共，令冀南各县小学教员办理铺保。

４﹐８（三，一七）

甲、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被解散。

乙、北平【世界晚报】以刊载侮辱回教文字，被回教徒捣毁。

丙、蒋委员长自南京西上，巡视政务。

丁、禁烟总监部通令严行检举公务员吸毒。

４﹐９（三，一八）

甲、日武官今井武夫到太原晤阎锡山，调查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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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苏俄覆外交部抗议，谓俄蒙议定书未背１９２４﹐５﹐３１之中俄协定。

丙、英使贾德干到东京，与日外务省交换两国在华协调意见。

４﹐１０（三，一九）

甲、蒋委员长自南京抵汉口。

乙、中央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败红军林彪于山西稷山。

丙、红军萧克、贺龙逼昆明，进向富民。

４﹐１１（三，二０）

甲、外交部为俄蒙协定对苏俄提出二次抗议。

乙、广州大火，死伤数百人。

４﹐１２（三，二一）

甲、财政部商讨华北缉私办法（时天津私货堆积如山）。

乙、蒋委员长自汉口西山，抵宜昌。

丙、晋军杨效欧与红军徐海东、刘志丹战于汾阳中阳间之三角庄。

４﹐１３（三，二二）

甲、第十三军汤恩伯部解山西河津围。

乙、实业部筹组农本局。

４﹐１４（三，二三）

甲、晋军败红军第二十八军兼第十五军团副指挥刘志丹于中阳三交镇，刘志丹战死。

乙、蒋委员长电慰山西剿共将士。

丙、行政院通过土地赋税减免规程。

丁、江西造船所大船坞开幕。

戊、运古物回国之英船在直布罗陀港附近搁浅（４﹐１７脱险）。

４﹐１５（三，二四）

甲、宋哲元代表萧振瀛、陈中孚晤华北日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及松室孝良商防共事。

乙、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民工役法原则。

丙、张学良电请中央增加国民大会东北代表名额。

丁、上海复旦学潮平息，被捕学生释放。

４﹐１６（三，二五）

甲、蒋委员长到重庆。

乙、晋军再败红军于三交镇。

丙、日本联合舰队六十五艘到青岛。

丁、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二次年会。

４﹐１７（三，二六）

甲、蒋委员长飞抵成都。

乙、日本以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驻华大使。

丙、日本内阁决定增强华北驻军。

丁、红军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应在云南广通宣布组织【云南川康边区民族革命政府】。

戊、山西同蒲铁路交通恢复，红军西退。

４﹐１８（三，二七）

甲、中央军官学校成都分校举行开学礼，蒋委员长训话。

乙、日外相有田演说外交政策，希望从速确立日华【满】间正常关系。

丙、冀察政务委员会接收华北农业合作会（成立于２３﹐７﹐２５）。

４﹐１９（三，二八）

甲、蒋委员长在成都召见绅耆，询民生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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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邹鲁在罗浮山会议。

丙、第二十五师关麟征败红军彭德怀、林彪于隰县大宁之午城镇，斩获二千余。

４﹐２０（三，二九）

甲、蒋委员长讲演，谓四川为天然复兴民族根据地，勖川人完成复兴民族大业。

乙、冀察政务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成立，门致中任主席。

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到韩城剿共。

４﹐２１（闰三，一）

甲、天津市长萧振瀛等续与华北日军参谋长永见俊德会谈。

乙、新任日武官喜多诚一到上海。

丙、行政院决议（一）任胡宗南为第一军军长。

（二）以重庆为普通市。

４﹐２２（闰三，二）

甲、蒋委员长自成都到昆明。

乙、陕北剿匪军自宜川延安向北推进（共军与张学良已成立停战协议，自行后撤，由张予以

接济，中共在西安设代表处，并派人在王曲训练东北军下级干部，负责中共特务工作之邓发

亦曾到西安）。

丙、北平天津学生联合会发起响应世界青年运动（国际学生联合会自今日起举行援助中国学

生周）。

丁、张学良自西安到上海（４﹐２４回西安，约在此时，张在上海由李杜介绍，曾晤共党要

人潘汉年）

。

戊、日驻俄大使太田演说，日俄误会均可以和平方法解决。

４﹐２３（闰三，三）

甲、中央常会通过宪法草案修正原则，及国民大会组织法、代表选举法修改原则。

乙、伪【满洲国】与【冀东】伪组织之互助协议在长春商妥。

４﹐２４（闰三，四）

甲、蒋委员长偕龙云飞滇西视察（即日回昆明）

。时红军贺龙、萧克正渡金沙江。

乙、天津学生游行，反对广田三原则，庆祝世界学生联合会成立周年。

４﹐２５（闰三，五）

甲、蒋委员长自昆明到贵阳。

乙、日外相有田对外记者谈，以【满洲国】为中心与中俄定善邻关系，安定大局。对华交涉，

承继广田方针，以和平手段渐次增加两国提携程度。

丙、清华大学举行二十五周年纪念。

丁、中国共产党发表【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分致国民党及各党派各团体，

号召共赴国难，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讨逆，全国红军与海陆空军集中华北打日本，召集

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４﹐２６（闰三，六）

甲、宋哲元、萧振瀛与日司令多田骏等续谈华北问题。

乙、日武官（松室、今井、上野、和知、羽山、大本、石野等）会议在天津开幕，商华北防

共，经济开发。

４﹐２７（闰三，七）

甲、蒋委员长自贵阳飞抵长沙。

乙、华北缉私新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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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８（闰三，八）

甲、特派龙云为滇黔剿匪总司令。

乙、特派何键为湖南绥靖主任。

丙、红军贺龙、萧克全部北渡金沙江，走中甸（寻入西康）。

丁、红军在陕北安定瓦窑堡追悼刘志丹。

４﹐２９（闰三，九）

甲、蒋委员长自长沙飞抵南昌。

乙、张学良到太原，与阎锡山、陈诚商剿共军事（明日回西安）。

丙、宋哲元与日方之防共谈判告一段落。

丁、国联通过中国要求任理事案，任期一年。

４﹐３０（闰三，一０）

甲、立法院通过国民大会组织法草案。

乙、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再破红军于隰县张家原刁家峪。

丙、粤汉铁路接轨告成。

５﹐１（闰三，一一）

甲、立法院通过宪法草案。

乙、日本提高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权位，以田代皖一郎任司令官。

丙、红军自山西永和之于家咀马门关等处渡河回陕西。

丁、德国与伪【满洲国】签订商务条约。

５﹐２（闰三，一二）

甲、立法院通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

乙、英驻日大使向日外务省抗议请注意华北走私。

丙、阿比西尼亚王离京出奔（５﹐５义军入城）

。

５﹐３（闰三，一三）

甲、百灵庙蒙古政务委员会开会，由德王主持（５﹐６闭幕）。

乙、广州戒严，禁学生集会。

５﹐４（闰三，一四）

甲、北平学生举行【五四】纪念大会。

乙、蒋委员长自南昌到安庆。

５﹐５（闰三，一五）

甲、国民政府公布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

。

乙、蒋委员长自安庆回抵南京。

丙、山西红军完全渡河回陕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

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将【人民抗日先锋军】

撤回黄河西岸，盼南京政府诚意幡然改悔，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具体办

法。并望各团体、党派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遣派代表隔断双方火线（中共代表周恩来，第

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即至上海，与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

丁、中美第二次白银协议成立。

戊、日覆英抗议，谓对华北走私未予鼓励。

己、卢永祥卒于天津，年五十五岁。

５﹐６（闰三，一六）

甲、津海关巡船截获走私汽船五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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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阎锡山以共匪窜扰山西，自请议处。

丙、蒋委员长到上海（明日晤段祺瑞、王宠惠）

。

５﹐７（闰三，一七）

甲、华北日军司令多田骏到北平，谈中日应互让。

乙、教育部通令各校设免费及公费学额。

５﹐８（闰三，一八）

甲、秦皇岛关员复遭走私日人殴伤。

乙、中华工业联合总会电请制止华北走私。

丙、行政院商防止华北走私有效办法。

丁、挪威公使高兰呈递国书。

５﹐９（闰三，一九）

甲、蒋委员长自上海回京。

乙、外交部准冀察特派员罗家衡辞职（以冀察设有外交委员会）。

丙、上海学生举行救亡运动。

丁、意大利宣告并有阿比西尼亚。

５﹐１０（闰三，二０）

甲、苏浙皖赣闽鄂湘鲁豫陕十省地方高级行政人员（民政、教育两厅长及行政督察专员）会

议在京开幕。

乙、林主席、蒋委员长慰勉阎锡山。

丙、华北走私石油充斥，天津美领事向海关抗议。

５﹐１１（闰三，二一）

甲、蒋委员长召见各省民政、教育厅长及行政督察专员训话。

乙、上海鱼市场开幕。

丙、据财政部云，全国各海关华人任税务司者，达三分之一。

５﹐１２（闰三，二二）

甲、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病卒（５﹐９患脑溢血），年五十八岁。

乙、毛泽东在陕北延川贾家坪红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商与张学良合作事）。

丙、西康宣慰使诺那呼图克图，在西康甘孜为红军所杀（时红军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屯驻

甘孜）。

丁、行政院决议设植物油料厂，并通过渔业银团办法。

戊、华盛顿中美货币谈判结束（４﹐７开始）。

５﹐１３（闰三，二三）

甲、内蒙德王在嘉卜寺召集锡林郭勒盟各旗王公会议，决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

李守信、宝贵廷为军长（一说德王于５﹐２成立【蒙古军政府】

，自称总参军，李守信为军政部长，卓什海为财政部长，陶克为外交部长，包悦卿为参谋部

长，编四军）。

乙、外交部裁撤冀察特派员。

丙、中央通令下半旗三日，停止娱乐宴会，为胡汉民志哀。

５﹐１４（闰三，二四）

甲、桂军副司令白崇禧，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到广州，商时局。

乙、冀察政务委员会交通委员会成立，陈觉生任主席。

丙、日本向华北增兵，第五师团河边正三旅团长到天津。

５﹐１５（闰三，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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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本军部发表向华北增兵理由（谓鉴于赤祸实状）。

乙、外交部令驻日大使，交涉制止日本向华北增兵。

丙、冀察政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成立，邓哲熙任主席。

丁、财政部电请各省市协助缉私。

戊、广州陈济棠白崇禧会议，拟有所举动。

己、粤汉铁路通车。

５﹐１６（闰三，二六）

甲、日军河边正三旅团长到北平，成立旅团部。

乙、外交部向日使抗议华北走私。

丙、美国重行声明，拥护九国公约。

丁、山西全省解严。

戊、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闭幕。

５﹐１７（闰三，二七）

甲、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稳定币制办法四条，规定法币准备金（

仍为六成，白银为百分之二十五）。

乙、天津各国领事会商日本增兵华北事。

丙、广西省府主席黄旭初离广州飞返广西。

丁、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陷理化，南迎自西康福城、德荣、定乡北走之第二方面军贺

龙、萧克。

戊、贺龙、萧克两军会于甘孜（即成立西北局）

。

己、运英古物回国到上海。

５﹐１８（闰三，二八）

甲、中美货币协议宣布成立，由美方收购中国白银。

乙、中央常会决定胡汉民国葬，并派居正、孙科、叶楚伧、李文范、朱家骅、许崇智等赴粤

致祭。

丙、班禅喇嘛离青岛塔儿寺。

５﹐１９（闰三，二九）

甲、新任华北日本屯驻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到天津。

乙、出席世界运动会代表及领队戴传贤、王正廷自上海启程。

５﹐２０（闰三，三０）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惩治偷漏关税条例，漏税逾五千元者处死刑。

乙、李宗仁到广州，与陈济棠、白崇禧、邹鲁商时局。

丙、红军张国焘、朱德等全部入炉霍瞻化。川军唐式遵部克丹巴。

丁、中国工程师、化学工业等五学会，在杭州举行年会。

５﹐２１（四，一）

甲、广州续开时局会议，准备进兵湖南。

乙、张学良在西安召开剿匪会议，陈诚、杨虎城、朱绶光等均到。

丙、天津日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召开武官会议。

丁、陈光甫、郭秉文与美财长摩根索商定中美贸易协议。

５﹐２２（四，二）

甲、红军贺龙、萧克入西康巴安（六月经白玉、瞻化与张国焘、朱德、徐向前会合）。

乙、陕北红军扰绥德宋家川间之交通线与高桂滋师接触，另支（

毛泽东主力）西抵安塞（准备入陇东，似为履行对张学良协议，避免与张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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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靳云鹏到南京，晤蒋委员长，谈华北问题。

丁、石友三之参谋长王相臣在天津被暗杀。

戊、行政院公布稽查进口货物章程。

己、经济委员会通过下年度事业计划。

５﹐２３（四，三）

甲、孙科、居正、许崇智、叶楚伧、朱家骅、罗文干八人到广州祭胡汉民，并商京粤合作问

题。

乙、冀察政务委员指定河北省银行为发行钞券统一机关。

丙、红军毛泽东、徐海东等自陕北安塞、安定退向保安（似履行与张学良协议）。

丁、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开会。

５﹐２４（四，四）上海国货运动展览会开幕。

５﹐２５（四，五）

甲、外交部长张群讲演中日外交，应以互惠平等，互尊主权，为调整邦交基础，此乃两国政

治家之责任，并声明不放弃剿共，不图远交近攻。

乙、居正、孙科等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会商时局。

丙、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及陈诚、杨虎城自西安到兰州。

丁、绥境蒙古政务委员会开防共会议。

戊、财政部设路运走私总稽查处，派安斯迈为处长。

己、全国各地公祭胡汉民。

５﹐２６（四，六）

甲、行政院决议：（一）通过国民大会选举总事务所条例，（二）任命赵载文为山西省政府主

席，（三）派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

乙、张学良、陈诚、杨虎城到宁夏，布置剿匪军事。

丙、陕北红军西抵保安徐家台。

丁、邹鲁反对陈济棠出兵主张，离广州赴香港（寻赴德国）。

戊、新任华北日本屯驻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就职。

己、赴暹考察团由凌冰率领自上海出发。

５﹐２７（四，七）

甲、日外务省覆称增兵华北并不违反惯例，外交部电令驻日使馆再提抗议。

乙、广州执行部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丙、冀察政务委员会批准日商三菱、岩井经办长芦盐输日，每年三十三万吨。

丁、朝鲜浪人百余名强行押运大批私货自天津南下。

戊、英下院讨论华北走私问题。

己、张学良、陈诚、杨虎城到太原，与阎锡山商剿共事。

庚、中央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自山西渡河入陕北。

５﹐２８（四，八）

甲、天津学生大游行，反对日本增兵。

乙、驻英大使郭泰祺与英外相艾登讨论华北走私问题。

丙、叶楚伧、朱家骅离广州北返，邹鲁自香港出国。

丁、陕北红军西进靖边、安边、定边（三边）。

戊、豫鄂皖三省当局在安庆开清剿边区残匪会议。

己、湖北汉水遥堤溃决。

５﹐２９（四，九）

甲、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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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在神户谈话，中国须于依存日本及对日宣战二策中择一而行。

丙、第二批日军二千八百余人到天津，并在丰台建营房。

丁、日兵车在张贵庄被炸，毁车一节，天津东站第十四号桥路轨被炸毁。

戊、冀察政务委员会公布交通、建设、法制各委员会组织规程。

己、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与孙科商时局及对日外交。

庚、张学良、杨虎城自太原回西安（６﹐１陈诚赴离石指挥）。

辛、上海【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

５﹐３０（四，一０）

甲、日兵自天津开往北平通州。

乙、宋哲元谈中日外交争点在保全主权，并召集部属会商地方治安问题。

丙、北平学生停课，响应天津学生，反对日本出兵，上海学生亦游行示威。

丁、白崇禧自广州回南宁，密令各军动员入湘。

戊、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离平赴粤，陈觉生代之。

己、中央委员兼第十九军长李生达（晋军）在山西离石被刺逝世。

５﹐３１（四，一一）

甲、天津谣诼繁兴，人心浮动，奸民以【中华民国全民自治会】名义发表通电。

乙、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章乃器等主之。

丙、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开会反对日本出兵。

丁、李滋罗斯自上海赴日本，再谋英日对华合作。

５﹐陈立夫自欧洲返抵南京（陈于今年正月到柏林，留一个月，继至法、奥、匈、捷、义、

南斯拉夫，再返柏林。时日本已略有所闻，苏俄有顾虑，斯大林未与陈晤）。

６﹐１（四，一二）

甲、全国救国联合会发表成立宣言及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主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

建立统一抗敌政权（人民救国阵线）。

乙、驻日大使许世英向日外相有田严重诘问日本在华北增兵。

丙、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与宋哲元谈华北外交。

丁、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与外相有田次官崛内商谈对华问题。

戊、海关于津浦路沿线设稽查处。

己、龙云就任滇黔区剿匪总司令职。

庚、天津东京间直达无线电报开办。

辛、全国煤业会议开幕（６﹐３闭幕）。

壬、古物展览会在南京开幕。

癸、中共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大学】成立于陕北瓦窑堡（学生六个月毕业）。

子、陈诚就任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

６﹐２（四，一三）

甲、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电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对日抗战。

乙、北平学生代表向第二十九军请愿，勿离开华北。

丙、行政院决议派徐永昌为山西清乡督办。

丁、陕北红军由靖边、安边、定边三路入陇东宁夏，第一军团林彪（毛泽东在内）趋豫旺堡

（中路），第三军团彭德怀占环县（南路），第十五军团徐海东趋惠安堡、红寺堡、土城（北

路）。

６﹐３（四，一四）

甲、孙科离香港北返，居正到南京（疏解粤事未成）。

乙、蒋委员长电各省县设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分会支会（去年８﹐９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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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济南日鲜浪人殴辱缉私稽查处主任及路警段长。

６﹐４（四，一五）

甲、两粤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响应本月二日西南执行部及政务委员会电，请

中央准予出兵北上抗日。

乙、广州各团体请愿出兵抗日。

丙、财政部长孔祥熙电请各省协助缉私。

丁、北平学生复课。

戊、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进至宁夏惠安堡附近。

６﹐５（四，一六）

甲、粤桂军分向湖南出动。

乙、陈诚自南京飞武汉，临行蒋委员长告以粤事以不用兵为原则（先，陈氏已自太原回南京）。

丙、冯玉祥发表谈话，谓不能再有内战。

丁、齐燮元、陆宗舆在天津与日军司令田代等有所接洽。

戊、淮南铁路通车。

６﹐６（四，一七）

甲、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电覆西南执行部政务委员会劝告息兵，勿自由行动。

乙、军事参议院长陈调元到北平，代表蒋委员长向各军授旗。

丙、北平学生扩大抗日宣传。

丁、红军林彪、彭德怀部分向豫旺及固原三岔河前进。

戊、英经济特使李滋罗斯（６﹐３到日）访日藏相马场英一。

６﹐７（四，一八）

甲、蒋委员长电劝陈济棠息兵，部队勿进入邻省，救亡图存，必以整个国力，一致步骤。

乙、白崇禧电冯玉祥，请建议中央，明令动员，出师北指。

丙、粤桂军（张达、廖磊部）分别到达湖南郴州、零陵，谋会师衡阳。

丁、桂军总参谋长李品仙到长沙，晤何键。

戊、上海律师公会举行冤狱赔偿运动。

６﹐８（四，一九）

甲、蒋委员长在中央纪念周报告两粤问题，谓即召开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共决大计。

乙、陈诚到长沙，力劝何键拥护中央（时何之态度颇暧昧）。

丙、广西第十五军夏威、廖磊占领湖南零陵，广东第二军张达占领郴州。

丁、西南执行部开扩大会议。

戊、陈济棠代表杨德昭谒蒋委员长。

己、广州日领事河相警告陈济棠，勿以抗日为政争工具。

庚、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到广州。

辛、日本参谋次长杉山元自上海赴济南。

壬、郑州海关稽查分处成立。

癸、英特使李滋罗斯与日军务局长矶谷廉介商讨对华经济援助问题（矶谷谓须考虑政治影

响）。

６﹐９（四，二０）

甲、广西军第十五军廖磊部进至湖南祁阳。

乙、中央军第七十七师、第七十九师之一部到衡阳。桂军总参谋长李品仙离长沙回广西。

丙、冯玉祥、李烈钧电劝李宗仁、白崇禧及西南执行部息争（６﹐１０复电劝白入京商谈）。

丁、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电劝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息兵。

戊、李济琛到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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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李宗仁之第四集团军秘书长潘宜之赴大连。

庚、行政院决议聘宋哲元为故宫博物院理事，秦德纯为常务理事。

辛、英经济特使李滋罗斯与日外相有田八郎交换对华意见（改革币制，经济援助，华北走私

等问题），有田拒绝共同援助中国铁路财政之建议。

壬、上海复旦等八校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及走私，今日起罢课二日。

癸、冀察政务会取消汉奸白坚武等之通缉令。

子、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进至宁夏豫旺。

６﹐１０（四，二一）

甲、蒋委员长再电陈济棠劝两粤北上部队停止前进，勿启内争，为民族留一线生机。

乙、中央执行委员会电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速派员来京，会商大计。

丙、中央常务会议决议定于七月十日举行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丁、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呼吁和平，一致对外。

戊、日本武官喜多诚一到南京，晤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张群。

己、天津【大公报】慰勉宋哲元部将士。

庚、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自西安到南京。

辛、英经济特使李滋罗斯晤日藏相马场英一，谈中国经济问题。

６﹐１１（四，二二）

甲、中央军开抵衡州，广西军退祁阳。

乙、冯玉祥、程潜、何应钦、张学良、唐生智、朱培德电陈济棠等令前队停止待命。

丙、陈济棠电京，入湘部队停止前进。

丁、广州日领事河相再向陈济棠警告。

戊、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到成都，晤刘湘（传刘与两粤勾通）。

己、天津日军干部举行会议。

庚、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主计及参谋次长杉山元中将到天津。

辛、日本外务省决定对华政策：（一）停止排日运动，（二）华北特殊化，（三）减低关税方

能遏止走私，（四）确认日本特殊地位，方能中日经济提携。

壬、困守陕北清涧年余之高健白旅长到绥德。

６﹐１２（四，二三）

甲、李宗仁电覆冯玉祥等，请中央中止进逼西南之部队。

乙、粤军退出湖南耒阳，中央军即行进占。

丙、王宠惠到南京，商洽粤事（明日电劝陈、李停兵）。

丁、四川主席刘湘电劝粤桂退兵。

戊、北平、天津、上海各大学电请息兵。

己、因日领事抗议，广州当局制止反日行动。

庚、日本参谋次长杉山元到北平，晤宋哲元。

辛、红军徐海东部自宁夏豫旺进抵同心城。

６﹐１３（四，二四）

甲、桂军退至零陵，粤军集中郴州。

乙、陈济棠电京并覆冯玉祥，盼中央领导。

丙、广州当局策动各界举行示威运动，学生抗不参加，被捕四十五人。

丁、北平学生游行，抗议日本增兵，要求一致团结，与军警冲突，被捕二十八人。

戊、日使馆武官喜多、今井、雨宫谒蒋委员长。

己、日本东亚局长桑岛主计到北平。

６﹐１４（四，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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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章炳麟（太炎）卒于苏州，年六十八岁。

乙、李宗仁谈，出兵抗日，既未得谅解，即撤出湘境。

丙、中央军第六、第十等师相继开入湖南。

丁、班禅喇嘛抵甘肃拉卜楞，准备回藏。

６﹐１５（四，二六）

甲、陈济棠下令将入湘部队撤回粤边。

乙、白崇禧电冯玉祥等，湘桂边境部队已撤回广西。

丙、广州日领事河相达夫抗议前日之示威运动。

丁、日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主计晤宋哲元。

戊、日外相有田予新任驻华大使川越茂以最后训令。

己、蒙古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锡林郭勒盟盟长索王病故。

６﹐１６（四，二七）

甲、西南政务会决议将入湘部队撤回粤桂边界，以免内战。

乙、天津学生游行，被军警制止，逮捕数十人。

丙、新任日本驻华大使川越离东京来华，发表谈话，主先实现对华北之经济援助。

丁、英经济特使李滋罗斯自日本回抵上海。

戊、行政院通过农本局组织章程。

６﹐１７（四，二八）

甲、桂军复行前进，逼近祁阳。

乙、陈济棠代表冯锐谒蒋委员长。

丙、宋哲元以所部师长张自忠代萧振瀛为天津市长，刘汝明继任察哈尔省府主席（萧应允日

本要求事项，不能实行，为日本所不喜，张自忠对萧亦甚不满）。

丁、宋哲元自北平到天津。

戊、日参谋次长杉山元到张家口（寻取道承德东返）。

己、日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自北平赴济南，晤韩复 。

庚、走私之日鲜浪人在济南殴伤官警，强搬私货。

辛、故宫古物又发现被盗。

壬、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军收复陕北安塞（红军已先退）。

６﹐１８（四，二九）

甲、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电蒋委员长，出师纯为对外，反对任何方式内争。

乙、蒋委员长对外报记者谈，不作总统候选人。

丙、中央军第九师集闽南龙岩（６﹐１５）。

丁、天津市长张自忠就职。

戊、华北日本驻屯军与关东军干部及北平、济南、太原、张家口、绥远之武官在天津会议，

商促成冀察政权【明朗化】事。

６﹐１９（五，一）

甲、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分访张群、何应钦、孔祥熙、吴鼎昌、张嘉璈、蒋作宾各部长（须

磨甫自日本返任）。

乙、英经济特使李滋罗斯谒蒋委员长辞行。

丙、广州日领事河相二次向陈济棠抗议，谓抗日行动乃党政领袖领导。

丁、西南代表潘宜之等自北平到天津。

戊、广西白崇禧仍积极布置军事，起用前第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区寿年等。

己、蒋委员长调追剿贺龙萧克之刘建绪部（李觉、樊崧甫、郭汝栋）自云南开黔桂边境，万

耀煌军（二师）自贵阳开湘桂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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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五，二）

甲、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致全国将士书，请奋起对外。

乙、陈济棠召高级将领会议，军事调动又急。

丙、宋哲元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矩会于泊头，商冀鲁联防及时局。

丁、张学良自南京回西安。

戊、中国共产党致书国民党中央全体委员（时中共代表邓发已到西安）。

己、红军徐海东占宁夏盐池。

庚、天津海关巡船检查私货，武力扣留日轮大荣丸、茂益丸。

辛、着匪刘桂堂在天津被刺（未死）。

６﹐２１（五，三）

甲、宋哲元、韩复矩联名电国民政府及西南政务委员会，请克日停止军事行动，开诚相济（第

三种势力，日方策动宋、韩保安）。

乙、日兵一千二百余人到北平。

丙、上海学生群集京沪车站，拟进京请愿，未果（京沪火车被阻数小时）。

６﹐２２（五，四）

甲、广州执行部会议，决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

乙、张学良在西安对干部连学员讲演【中国出路唯有抗日】。

丙、宋哲元谈，对时局除通电外暂不作任何表示（时传有华北五省保安组织之说）。

丁、日大使川越茂自东京到上海，谓从经济上求两国国交之促进。

戊、续到日军千二百余人自天津北开。

己、天津日领事向海关抗议大荣丸事件。

６﹐２３（五，五）

甲、蒋委员长电覆宋哲元、韩复矩，决力避内战。

乙、陈济棠就【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

丙、西南执行部及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议决：（一）电请中央将湘黔闽赣之中央军向北撤退，

（二）派五委员出席南京二中全会。

丁、西南政务委员会电覆宋哲元、韩复矩，声明决无异图。

戊、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向北平日军举行授旗礼。

己、行政院决议（一）甄用专科以上毕业生，设就业训导班，（

二）任命张自忠为天津市长，刘汝明为察省主席。

庚、英经济专使李滋罗斯离上海回国，并发表声明。

辛、东北军第一０五师刘多荃收复陕北红军根据地安定瓦窑堡，中共中央退往保安。

６﹐２４（五，六）

甲、陈济棠、李宗仁通电，请中央速决抗日大计，立撤南来重兵。

乙、西南执行部政务会联席会议，将抗敌救国大纲作二次决定（

凡七事）。

丙、日本驻津海军武官向海关严重质问大荣丸案。

丁、日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主计昨自青岛到京，今日晤张群、何应钦、张嘉璈各部长。

６﹐２５（五，七）

甲、蒋委员长声明和平统一政策，贯彻到底，各省宜循正轨，拥护中央，中央对各省政事，

极愿开诚洽商，军纪军令，必须整饬统一。

乙、陈济棠扩编两军，以黄任寰任第四军长，缪培南任第五军长。

丙、北平被捕学生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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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天津日鲜人之私货压坏津浦铁路客车。

戊、上海市政府与工部局发表租界工厂检查实施办法协议草案。

己、中腊（腊特维亚）友好条约在伦敦签字。

庚、公布农本局组织条例。

６﹐２６（五，八）

甲、何应钦、程潜、朱培德、唐生智、陈调元电劝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退兵。

乙、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六校长罗家伦、王星拱、任鸿隽等，通电请息兵。

丙、日东亚局长桑岛自京到汉口。

丁、出席世界运动会代表团离上海赴德。

６﹐２７（五，九）

甲、蒋委员长托梁建章向宋哲元、韩复矩代达中央之和平主张。

乙、冯玉祥、居正、孙科、李烈钧等电劝两广，忍一时之愤，顺四海之望。

丙、日大使馆向外部抗议青岛缉私冲突。日军舰开抵塘沽青岛。

丁、日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主计自汉口到上海，与大使川越茂晤谈。

戊、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到成都，晤刘湘。

６﹐２８（五，一０）

甲、内蒙德王宣布成立军政府于德化（？）。

乙、宋哲元电邀王克敏赴北平（拟请任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

丙、上海著作人协会成立。

６﹐２９（五，一一）

甲、丰台日军借口走失马匹，与我军冲突。

乙、宋哲元自天津回北平（在津屡与日方晤谈）

。

丙、防止路运走私总稽查处在京成立。

丁、日人自绥远百灵庙到阿拉善旗，设特务机关。

戊、红军徐海东攻占宁夏豫旺颖城。

己、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６﹐３０（五，一二）

甲、宋哲元谈话，否认华北五省保安之说。

乙、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电覆何应钦等，有所申辩。

丙、立法院通过二十五年度总预算。

丁、宁夏马鸿逵军败红军林彪于甘肃固原西北之黑城镇。

６﹐红军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率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应会

于西康甘孜（七月决定北入陕甘）。

７﹐１（五，一三）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国葬章炳麟。

乙、广州举行接受胡汉民遗嘱礼。

丙、唐绍仪反对广州当局行动，离香港赴上海。

丁、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因案辞职。

戊、平民教育会主办之衡山实验县开幕，该会总会自河北定县移设长沙。

７﹐２（五，一四）

甲、广东飞机九架归附中央。

乙、何应钦、程潜等电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请来京出席二中全会。

丙、冀东玉田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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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湖北襄河遥堤二次决口。

７﹐３（五，一五）

甲、新任日大使川越茂呈递国书。

乙、中日军丰台冲突事件解决。

丙、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自广州经日本到北平销假。

丁、陈维周（济棠之兄）任广东警卫军司令。

戊、宁夏马鸿逵部解韦州围，败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毙其师长赵子山。

７﹐４（五，一六）

甲、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会举行成立大会。

乙、广东第一军长余汉谋自广州回抵江西大庾。

丙、陕西孙蔚如军收复延长（红军已退）。

丁、红军林彪攻甘肃固原，为王以哲军所拒退。

７﹐５（五，一七）

甲、天津日军司令田代及武官喜多诚一到北平，召开日武官会议（７﹐７回津）。

乙、宁夏马鸿逵骑兵收复固原西北之红城子。

７﹐６（五，一八）

甲、广东东区绥靖委员第二军副军长兼师长李汉魂通电离职，劝陈济棠悬崖勒马。另电中央

党部、国民政府请对西南此次行动因势利导，纳诸正轨。

乙、广东空军黄志刚等通电反对内争，攻击陈济棠等。

丙、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等电劝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

丁、唐绍仪到南京，商粤事。

戊、日军司令田代在丰台阅兵。

７﹐７（五，一九）

甲、广东第二军副军长兼师长李汉魂通电拥护中央。

乙、广东军用机九架由黄志刚等驾驶飞抵南京。

丙、行政院决议任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锡林郭勒盟盟长。

７﹐８（五，二０）

甲、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不满陈济棠行为，自赣南大庾飞抵南京。

乙、广东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电军长张达，请对陈济棠实行兵谏。

丙、日本飞机到绥远集宁侦察。

丁、宁夏马鸿逵军收复固原黑城镇、官堡，肃清弋营以南之红军。

７﹐９（五，二一）

甲、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贺龙、萧克，经川边丹巴趋绥靖。

乙、余汉谋电劝广东将领拥护中央。

丙、王克敏到北平，与宋哲元商冀察中日经济合作问题。

丁、日本飞机又到绥远侦察。

戊、南京举行北伐誓师十周年纪念典礼。

己、立法院通过所得税条例（８﹐１实行）。

７﹐１０（五，二二）

甲、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推蒋中正、孙科、冯玉祥、于右任、

丁惟汾、居正、王法勤、孔祥熙为主席团）。

乙、大沽日军与我第二十九军兵士冲突。

丙、日坦克车队在北平及天津游行示威，丰台日军百余在卢沟桥演习。

作在上海被击毙命，市政府即下令缉凶。 丁、日商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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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上海法院检察官论告中山秀雄案嫌疑犯证据不足。

己、日本飞机续到绥远侦察。

庚、冀察政务委员会聘石友三为委员。

辛、广东兵器制造厂长黄涛、虎门要塞司令李洁芝、军医学校校长张建离职，并劝陈济棠悔

悟。

７﹐１１（五，二三）

甲、外交部长张群在二中全会报告外交方针，谓中日关系应即调整。

乙、广东将领通电挽留陈济棠。

丙、广西省府主席黄旭初到广州，晤陈济棠、李宗仁。

丁、唐绍仪、孙科、王宠惠、许崇智电慰李汉魂。

戊、日本驻华陆军武官在上海会议。

己、赴美经济专使陈光甫、郭秉文回至上海。

庚、卫生署长刘瑞恒贪污案在京开庭，刘未到。

７﹐１２（五，二四）

甲、陈济棠、李宗仁决定抵抗到底，即在北江东江布防，并调桂军东下。

乙、李汉魂电请余汉谋收拾粤局，第一军师长莫希德、叶肇、张瑞贵请陈济棠释兵入京。

丙、广东海军鱼雷艇两艘脱离陈济棠。

丁、何应钦电白崇禧切商时局。

戊、王克敏自北平到天津，王揖唐、曹汝霖同行，访日军司令田代。

己、无锡丝厂工人罢工。

７﹐１３（五，二五）

甲、二中全会决议：（一）撤销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二）陈济棠免职，改任余汉

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以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三）

任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四）组织国防会议，以各省军事领袖李宗仁、白崇禧、陈济

棠、刘峙、张学良、宋哲元、韩复矩、刘湘、何成浚、顾祝同、龙云、何键、杨虎城、蒋鼎

文、徐永昌、朱绍良、傅作义、余汉谋为委员。

乙、蒋委员长在二中全会报告对外交所抱最低限度为保持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不能容忍之时，

即作最后牺牲。

丙、新任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自南京返赣南大庾，所部进向粤北。

丁、军事委员会派李扬敬为第四路军副总司令，张达、李汉魂等为军师长。

戊、唐绍仪、王宠惠、许崇智、孙科电劝陈济棠去粤。

己、冀察政务委员会以王克敏代萧振瀛为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

王于今日自津南下）。

庚、浙江定海岱山渔民暴动，死伤五十余人。

辛、【全国救国联合会】代表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史良、彭文应及学生救国会代表在

南京向二中全会请愿对日抗战，停止内战。

７﹐１４（五，二六）

甲、二中全会闭幕，发表宣言，述明外交内政方针，充实自卫能力，完成近代国家。

乙、特派蒋中正为国防会议议长。

丙、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在大庾就职，并电促陈济棠入京。第二军团长三人通电脱离陈济棠。

丁、宁夏马鸿逵军收复同心城，红军徐海东西去。

戊、日本飞机到绥远集宁侦察。

７﹐１５（五，二七）

甲、西南政务委员会任陈济棠、李宗仁为抗日救国军第一、第四集团军联军总副司令，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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鼐为参谋长，蔡廷锴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

乙、西南执行部宣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行特别委员会。

丙、萧佛成不满陈济棠、李宗仁，离广州赴香港。

丁、广东第九师师长邓龙光致函忠告陈济棠。

戊、广西代表潘宜之自北平到天津，晤日领事田尻。

己、山东韩复矩代表携蒋委员长函自南京回济南。

庚、王克敏自津到京，谒蒋委员长。

辛、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一致对外】。

壬、北平各大学毕业生服务运动同盟代表向教育部请愿。

癸、苏嘉铁路通车。

子、国防会议成立，蒋委员长兼议长。

７﹐１６（五，二八）

甲、，余汉谋军巫剑雄、黄质文两师占领韶关。

乙、陈济棠、李宗仁就任抗日救国联军总副司令。

丙、西南执行部议决于八月一日召开非常会议。

丁、广东省府主席林云陔离粤。

戊、冯玉祥电李宗仁、白崇禧，说明中央抗敌决心。

己、日外相有田对中国记者谈，中日关系必须调整，惟须经长期忍耐，并希望华北与日【满】

生密切联系。

庚、宋哲元谈中日经济提携，决自沧石铁路、龙烟铁矿着手。

辛、朝鲜日军捕我清津领事馆职员。

壬、中共主席毛泽东与美记者史诺在陕西保安畅谈对日战争（史诺于上月自北平经西安延安

进入苏区）

。

７﹐１７（五，二九）

甲、余汉谋电陈济棠限于二十四小时内离粤，陈即派师长陈汉光往南雄与余商条件。

乙、粤军第四师巫剑雄宣布脱离陈济棠。

丙、蒋委员长电劝陈济棠急流勇退。

丁、陈济棠电蒋委员长，决定下野，粤事应另派大员主持，勿交余汉谋。

戊、总税务司梅乐和与孔祥熙商北宁路缉私办法。

己、华北日军特务机关长松室谈话，希望中日经济合作。

庚、日军百余人在北平东郊演习。

７﹐１８（六，一）

甲、陈济棠离广州赴香港，携出公款四千余万元；李宗仁回广西。

乙、蒋委员长自南京到庐山，并再电陈济棠恳劝慰勉。

丙、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等通电听候中央命令。

丁、陈济棠派陈汉光谒蒋委员长，遵命下野。

戊、川边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贺龙、萧克、任弼时沿大金川北趋，经绰斯甲、松冈

进抵阿坝。

己、西班牙摩洛哥戍军叛变（二日后京城亦骚动）。

７﹐１９（六，二）

甲、粤军纷开西江，防桂军东下，广州将领欢迎余汉谋前来。

乙、陈济棠到香港。

丙、日军千余人在山海关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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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０（六，三）

甲、广东空军相继飞抵南昌。

乙、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飞庐山谒蒋委员长。

丙、林主席自南京赴庐山。

丁、湘黔铁路工程局在长沙成立。

７﹐２１（六，四）

甲、行政院决议：（一）派汤尔和、曹汝霖、戈定远、刘汝明为冀察政务会委员，（二）改设

察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为委员长，（三）任命王靖国、

孙楚、杨效欧为军长（晋军）。

乙、余汉谋部到广州。

７﹐２２（六，五）

甲、李宗仁、白崇禧电冯玉祥，愿听命中央。

乙、财政部次长邹琳、新任广东财政特派员宋子文到广州。

丙、日本外、陆、海三相宣称，中国政府不能忽视日本特殊地位，否则对华北政策将益强硬。

丁、丰台日军连日在卢沟桥长辛店演习。

戊、天津日领事馆华探误被市政府卫士击毙。

己、各省市县商会联席会议闭幕（７﹐１９在上海开幕），决设立检查私货总会。

７﹐２３（六，六）

甲、日本飞机到太原。

乙、天津日领事馆华探被击毙案解决，市府完全接受日条件。

丙、余汉谋到广州。

丁、商务印书馆领导人高梦旦（凤谦）卒，年六十八。

７﹐２４（六，七）

甲、李宗仁电冯玉祥，定八月一日就绥靖主任职，并派参谋长李品仙赴庐山谒蒋请示。

乙、余汉谋召开军事会议，并以徐景唐为第四路军总参谋长。

丙、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等到庐山谒蒋委员长。

丁、冀察政务委员会讨论沧石路修筑问题。

７﹐２５（六，八）

甲、国民政府调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改派黄绍竑为

广西绥靖主任，李品仙为副主任（此为杨永泰之主张，李、白拒命）。

乙、李品仙自广西到广州（７﹐２７回广西）。

丙、财政部废除广东苛捐杂税，统一币制。

丁、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矩函复蒋委员长，表示始终服从拥护。

戊、外交部拒日本在成都设领事馆。

７﹐２６（六，九）

甲、行营参谋长陈诚到广州（中央军约十余师分向广东西江开动，贵州境内各军向桂边集中）。

乙、宁夏马鸿逵军总攻红军，克李旺堡。

丙、日方否认７﹐２２外、陆、海三相之声明。

７﹐２７（六，一０）

甲、李宗仁、白崇禧电冯玉祥，谓政府更调职务，违法失信，其中必有重大原因。

乙、王宠惠、孙科到庐山，与蒋委员长商两广善后。

丙、何柱国军克复七营，恢复固原中宁间交通。

７﹐２８（六，一一）

甲、行政院决议（在庐山开会）：（一）任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二）以林云陔为蒙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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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长，（三）任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

乙、蒋委员长电劝李宗仁等接受命令。

丙、李宗仁、白崇禧抗命，余汉谋增防西江。

丁、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自京回西安。

７﹐２９（六，一二）

甲、李宗仁、白崇禧召开军事会议，征调民团。

乙、上海各团体忠告李宗仁、白崇禧。

丙、宋哲元及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联合欢宴中日将校。

丁、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抵松潘毛儿盖。

７﹐３０（六，一三）

甲、传李宗仁、白崇禧等拟在广西组织自治军政府，李济琛为主席，刘芦隐自香港密赴广西。

乙、蒋委员长嘱黄慕松禁绝广东烟赌。

丙、察北匪伪军李守信攻绥远陶林、土木尔台，被击退，日机飞晋绥视察。

７﹐３１（六，一四）

甲、桂军分路进向广东封川、信宜。

乙、李宗仁等电覆蒋委员长电，对中央表示谅解，并询抗战救亡大计（二日到）。

８﹐１（六，一五）

甲、蒋委员长电李宗仁、白崇禧说明中央意旨，恳劝接受新命，拟赴粤面商。

乙、冯玉祥自南京赴庐山。

丙、粤汉路管理局成立，凌鸿勋任局长。

丁、西安天水地震。

戊、世界运动会在柏林开幕。

８﹐２（六，一六）

甲、国民政府令：（一）特派龙云为滇黔绥靖主任，薛岳为副主任，撤销滇黔剿匪总司令部，

（二）任命顾祝同为贵州省政府主席。

乙、第四路军总参议邓世增到南宁（７﹐３０）

，疏通桂事，今日回广州。

丙、蒋委员长覆李宗仁等电，仍劝接受命令，在粤晤商。

丁、察北匪伪军李守信又进扰绥东陶林、红根尔图，复被击退。

８﹐３（六，一七）

甲、程潜、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电劝李宗仁、白崇禧离桂北上就职。

乙、李宗仁、白崇禧任廖磊、李品仙、夏威为第一、二、三路指挥。

丙、王克敏自上海到南京，商华北对日经济问题。

丁、教育部补助各省市收音机补助费。

８﹐４（六，一八）

甲、川边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贺龙、萧克、董振堂、罗炳辉，抵松潘西北之包座。

乙、稽查处副处长李桐华到天津，接洽缉私计划。

丙、日军在天津六里台大兴工程。

８﹐５（六，一九）

甲、桂军增防梧州，禁止船只开行。

乙、韩复矩电劝李宗仁、白崇禧接受新命。

丙、红军徐海东集宁夏豫旺。

丁、四川大雨，长江水涨成灾。

８﹐６（六，二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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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广州市长曾养甫到广州。

乙、伪军李守信部又向绥东滋扰。

８﹐７（六，二一）

甲、国民政府派香翰屏为第四路军副总司令，张达、黄任寰、缪培南、黄延桢、李振球为五

军区司令官，莫希德、叶肇、巫剑雄、李汉魂、邓龙光等十人为师长。

乙、香翰屏、邓世增自广州到南宁。

丙、张学良、刘湘等分别劝李宗仁、白崇禧北上就职。

丁、天津日军司令部召集张家口、绥远、太原等处特务机关长及武官会议。

戊、日本五相会议，决使日本成为远东安定力，加强日、满、华合作（所谓【国策基准】）。

８﹐８（六，二二）

甲、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萧克、贺龙、董振堂前队进抵甘肃岷县境。

乙、国民政府任吴忠信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调林云陔为审计部长。

８﹐９（六，二三）香翰屏、邓世增自南宁回广州，李宗仁、白崇禧不允接受新职。

８﹐１０（六，二四）

甲、日本飞机到绥远包头侦察。

乙、甘军鲁大昌师与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战于岷县。

丙、毛泽东致书全国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等，欢迎参加苏维埃政府，希望斡旋各党派进行合作

谈判。

８﹐１１（六，二五）

甲、蒋委员长自庐山飞抵广州，处理广西问题。

乙、司法院长居正、中央常务委员陈立夫到广州。

丙、行政院决议派陈振先为农本局总经理，钱永铭、邹秉文为副经理。

丁、天津华新纱厂售与日商，改名为公大第七厂。

戊、西班牙叛军围攻首都马德里。

己、日本内阁决定第二次【华北处理要纲】，并确定分治地区以华北五省为目标。

８﹐１２（六，二六）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四川建设公债三千万元。

乙、李宗仁、白崇禧派参谋长刘斐（为章）到广州谒蒋委员长（

明日回桂）。

丙、参谋总长程潜到广州。

丁、西公旗石王被伊大喇嘛攻击，逃包头。

８﹐１３（六，二七）

甲、桂军总参谋长李品仙到广州。

乙、冯玉祥再劝李、白赴粤见蒋委员长，并电蒋对李、白爱护成全。

丙、红军贺龙、萧克攻甘肃岷县不下，东走（寻占漳县）。

８﹐１４（六，二八）

甲、广西空军第三队长邓梓湘率飞机三架到广州，归附中央。

乙、黄绍竑自上海到香港，晤广西代表张任民。

丙、丰台日军到卢沟桥演习。

丁、英舰在梧州被桂军炮击。

８﹐１５（六，二九）

甲、红军第四军团徐向前占甘肃临潭（旋占渭源）。

乙、前粤军第三军长李扬敬到广西调解。

丙、植物油料厂在庐山开创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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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６（六，三０）

甲、广西空军司令员林伟成、队长宁明阶飞抵广州，归附中央。

乙、冯玉祥电蒋委员长，主留李宗仁维持桂局，调白崇禧来中央赞襄。

丙、黄绍竑到广州。

丁、蔡廷锴、区寿年到南宁。

戊、世界运动会闭幕。

８﹐１７（七，一）

甲、余汉谋、黄慕松宣誓就职，蒋委员长训话，谓广东与中央不能分，不可分。

乙、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蔡廷锴、刘芦隐会议，拟成立【

中国人民救国军政府】。

丙、桂军翁照垣师自陆川、博白进向广东钦廉。

丁、中国科学社等七科学团体在北平举行年会（８﹐２０闭会）。

８﹐１８（七，二）

甲、行政院通过所得税施行细则，定１０﹐１开始。

乙、日大使川越茂经天津到北平。

丙、德王由察北嘉卜寺到百灵庙。

８﹐１９（七，三）

甲、日大使川越茂访宋哲元，谈中日协力防共，华北经济开发，中日外交调整问题（明日回

津）。

乙、日外、海、陆三省特派员及关东军在长春会议对华谈判程序（自８﹐１７开始）。

８﹐２０（七，四）

甲、邓世增再自广州到南宁，转达蒋委员长意见（白崇禧出洋，中央军不入广西）。

乙、中日合办天津电业公司成立。

８﹐２１（七，五）

甲、日本驻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参谋长桥本召集天津、北平、榆关、通州、太原、绥远、

张家口武官在津开会，陆军省特派员影佐、关东军参谋大桥亦自长春来参加（明日闭幕）。

乙、李宗仁、白崇禧通电指责中央背信，违二中全会决议，调动广西人员。

丙、蒋委员长颁发定桂军战斗序列。

８﹐２２（七，六）

甲、日大使川越茂在天津召集北平、济南、天津、青岛、张家口领事会议，外务省事务官（特

派员）太田亦参加（明日闭幕）。

乙、日人森川太部在丰台与第二十九军士兵冲突。

丙、邓世增自广西回广州，桂军代表刘斐同行。

８﹐２３（七，七）

甲、日海军省特派员中村在天津召开驻华北海军武官会议（明日闭幕）。

乙、宋哲元再电促王克敏北来。

丙、西公旗石王得绥远军之助，击平乱党。

８﹐２４（七，八）

甲、成都发生反日暴动，殴毙日人渡边洸三郎、深川经二，另二人受伤，为军警救出（此四

日人甫自重庆来）。

乙、日外、陆、海三省高级干部在天津举行会议。

丙、湖南省府主席何键、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到广州，蒋委员长即召开会议，商桂事。

丁、滇黔绥靖主任龙云就职。

戊、蒋委员长令广西边境之中央军略向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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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撤销李济琛、陈铭枢通缉令。

庚、黄绍竑、邓世增再与广西代表张任民、麦焕章会于香港。

８﹐２５（七，九）

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书中国国民党，认蒋委员长在二中全会报告中所作政策解释非

常需要，有了若干进步，表示诚恳欢迎，中共愿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拥护抗

日救国代表大会，及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苏区可成为一个组成部份，结成一个革命的统一

战线，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乙、行政院决议：以王正廷代施肇基为驻美大使，蒋廷黻代颜惠庆为驻俄大使，何廉为行政

院政务处长。

丙、日大使川越自天津到济南，晤韩复矩。

丁、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到绥远调查。

戊、桂军翁照垣、丘兆琛占领广东廉江。

己、苏俄共产党要人齐诺维夫等十六人被处死刑。

庚、蒋委员长在广州黄埔召见何键、余汉谋、熊式辉、陈诚，对广西决采和平方针。

８﹐２６（七，一０）

甲、程潜电李宗仁、白崇禧说明中央态度。

乙、李宗仁、白崇禧电余汉谋等，责中央失信，要求解放民众运动及抗日救国言论，并撤兵

北上抗日。

丙、行政院电令四川省府主席刘湘，查办成都事件负责人员。

丁、外交部长张群自庐山回南京，与日领事须磨弥吉郎谈成都事件。

戊、成都暴动凶犯二人枪决。

己、日本陆军武官在上海会议。

庚、厦门走私台人殴打海关职员。

辛、北平日使馆对８﹐２２丰台事件提出要求。

８﹐２７（七，一一）

甲、桂军翁照垣师占广东遂溪北海。

乙、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到天津，与日军司令田代商察绥军事。

丙、日本驻华中、华南领事在上海开会（８﹐２９闭幕）。

丁、各地举行孔子诞辰纪念会。

８﹐２８（七，一二）

甲、外交部派杨开甲、邵毓麟到成都调查，日使馆书记官松村等亦到。

乙、天津日军部会议，长城内外事宜由驻屯军、关东军分任。

丙、绥东五县宣布戒严。

丁、蔡廷锴宣布第十九路军在南宁恢复建制。

戊、王宠惠自上海到广州。

己、红军朱德攻甘肃巩昌陇西（本月中旬，国军约三千人叛变，投入共军）。

８﹐２９（七，一三）

甲、国民政府为成都事件，重申睦邻命令。

乙、日大使川越自华北到上海，即召各武官会议。

丙、红军张国焘、徐向前自甘肃渭源攻临洮，不克。

丁、美记者史诺自宁夏豫旺堡到红水域（韦州）

。

戊、蒋委员长在广州召集陈诚、何键、军长胡宗南、罗卓英、谭道源、万耀煌及师团长一百

四十五人讲话，谓恢复广东在恢复革命精神，国防建设在心理建设（时已发表顾祝同、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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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陈诚、余汉谋、何键、龙云为定桂军六路司令）。

８﹐３０（七，一四）

甲、日军在北平西南之卢沟桥、长辛店、五里台、门头沟、八宝山实弹演习。

乙、陈济棠离香港赴欧洲。

丙、余汉谋电劝李宗仁、白崇禧撤退入粤桂军。

８﹐３１（七，一五）

甲、李宗仁、白崇禧电迎居正、程潜往南宁。

乙、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自宁夏豫旺堡进向西兰公路，迎接北来之朱德部。

９﹐１（七，一六）

甲、粤汉铁路全线通车（韶关至湖南株洲段，长四百五十余公里，三年完成）。

乙、蒋委员长行营迁设广州。

丙、冀察政会设立冀察稽查处，对私货征税（各方均反对）。

丁、日大使馆书记官松村堂树、重庆领事糟谷廉二、陆军中佐渡左近、海军中佐中津成基晤

四川主席刘湘，谈成都事件。

戊、行政院通过整理广东金融公债一万二千万元。

己、本日起广州实行禁赌。

庚、红军第一军团林彪部自宁夏豫旺堡西进（谋接应张国焘等）。

９﹐２（七，一七）

甲、程潜、朱培德、居正携蒋委员长亲笔函到南宁。

乙、驻日大使许世英访有田外相，对成都事件表示歉意。

丙、前驻华之日大使有吉明论中日关系，谓彼此不应敌视。

丁、天津日军在大梢直日演习，古北口日军在南天门演习。

戊、德王在百灵庙召集李守信、王英等会议，谋犯绥远。

己、中政会决议，申令国民恪守官民大会代表选举法令。

庚、空军炸宁夏豫旺堡之红军。

９﹐３（七，一八）

甲、程潜、朱培德、居正与李宗仁、白崇禧会商和平方案。

乙、日人中野顺三在广东北海为桂军翁照垣部所杀。

丙、中日调查成都事件专员回南京上海。

丁、红军朱德再攻甘肃岷县，徐向前攻临洮，被击退。

戊、红军彭德怀以联合阵线说宁夏马鸿逵部某团。

９﹐４（七，一九）

甲、广西代表刘斐携李宗仁、白崇禧函随同程潜等到广州，谒蒋委员长。

乙、桂军翁照垣占广东化县。

丙、日本阁议通过成都事件交涉方针，即对川越大使发出训令。

丁、王克敏自上海到大连，晤满铁总裁松冈洋右。

９﹐５（七，二０）蒋委员长召余汉谋、程潜、陈诚等会商李宗仁、白崇禧所提条件，并再

函李、白劝告（陈诚即飞南宁，恳切说明中央抗日决心）。

９﹐６（七，二一）

甲、国民政府令：（一）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二）特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并指派为常务委员，（三）命黄绍竑回浙江省府任主席（广西问题解决）。

乙、王克敏到旅顺晤关东军参谋长板垣。

丙、空军炸甘宁交界之李旺堡（红军彭德怀时在 TiaoPaoTzw）。
９﹐７（七，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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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推荐建川、桥本为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

乙、冀察当局公布设立冀察稽察处真相。

丙、红军萧克、贺龙攻甘肃西和、礼县不下。

丁、红军徐海东突破甘宁边境之封锁线西走。

９﹐８（七，二三）

甲、中央军开始自广西边境撤退，分别开往江浙鄂豫陕甘。

乙、日领事须磨访外交部长张群，作中日谈判之初步接洽。

丙、新任驻华英大使许阁森过东京，访日外务省。

丁、王克敏到天津。

戊、林主席自庐山回京。

己、国民政府令人民踊跃应服兵役。

９﹐９（七，二四）

甲、李宗仁、白崇禧电程潜、居正，声明接受新命（广西军开始复员）。

乙、蒋委员长令蔡廷锴部自广东撤回广西。

丙、冀察稽察处开征私货消费税。

丁、新任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王克敏访天津日军司令田代，商华北中日经济提携事。

戊、前广东农林局长冯锐博士以贪污被鎗决。

９﹐１０（七，二五）

甲、日军舰自青岛等地开往广东北海，翁照垣宣布北海戒严，南京日领事须磨弥吉郎向外交

部有所表示。

乙、财政部电宋哲元，不同意设立冀察稽查处。

丙、宋哲元自北平到天津，晤王克敏。

丁、李宗仁电中央定９﹐１６就广西绥靖主任职。

９﹐１１（七，二六）

甲、行政院通令各省市维持秩序，保护外国旅华侨民。

乙、曾任张作霖时代之国务总理潘复卒于北平。

９﹐１２（七，二七）

甲、王克敏以不得日方谅解，辞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杜门谢客。

乙、蒋委员长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并再劝翁照垣部退出北海。

丙、北海事件调查专员凌士芬到北海。

９﹐１３（七，二八）

甲、程潜、黄绍竑自广州到南宁，商广西善后。

乙、日大使川越茂自上海到南京。

丙、新任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到上海。

丁、粤汉路车与长途汽车在易家湾互撞，死伤二十余人。

戊、国府委员徐绍桢卒于上海，年七十四岁。

９﹐１４（七，二九）

甲、李宗仁、白崇禧发表和平通电。

乙、日大使川越谈中日国交调整，由大处高处进行。

丙、红军在甘肃临洮会议，设苏维埃政府。

９﹐１５（七，三０）

甲、日大使川越茂与外交部长张群开始交涉成都事件及中日间之一般问题，凡三小时。川越

提出四项要求：（一）长江驻兵，（二）修改教科书，（三）华北五省自治，（四）中日经济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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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日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到天津（绥匪王英来晤，取得接济后即乘日飞机返绥东）。

丙、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布临时局部戒严。

丁、中央军自广东北开复员。

戊、蔡廷锴离南宁东去。

９﹐１６（八，一）

甲、张群与川越茂二次会谈，仅二十分钟。

乙、天津日军司令田代召集各地武官会议，商加强对华政策。

丙、桂军翁照垣开始自北海等地撤回广西。

丁、广西绥靖主任李宗仁、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在南宁就职。

戊、中央政治会议选任汪兆铭、黄郛为国民政府委员。

９﹐１７（八，二）

甲、李宗仁、黄旭初及程潜、黄绍竑到广州，谒蒋委员长（原邀白崇禧来粤，白夫人不许）。

乙、香港总督郝德杰到广州，蒋委员长设宴招待。

丙、英大使许阁森自上海到南京，晤外交部长张群。

丁、驻日大使许世英访日外相有田八郎，谈北海事件。

戊、蒋委员长派高级参谋唐星赴北海调查。

己、汕头日商广志洋行附近发现失效炸弹。

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决议】，推动国民党

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以为共产党将来

自由活动之舞台。

辛、甘肃临洮解围，红军徐向前北趋。

壬、红军第六军团萧克、第九军团罗炳辉占甘肃成县、徽县。

９﹐１８（八，三）

甲、丰台日军演习（下午六时），与我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冲突，掳去连长孙香亭，双方增

援，相持竟夜，北平戒严。

乙、各地纪念【九一八】五周年。

丙、国府明令嘉奖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

丁、香港总督郝德杰宴蒋委员长于沙面英领事馆。

９﹐１９（八，四）

甲、宋哲元与天津日军司令田代商妥丰台事件，上午九时双方停止冲突，我军撤退。

乙、汉口租界警察吉冈廷二郎被暗杀。

丙、蒋委员长与李宗仁详商广西善后。

丁、香港总督郝德杰自广州回香港。

９﹐２０（八，五）

甲、宋哲元发表告冀察同胞书，郑重声明，决不丧权辱国。

乙、北平日军在广渠门外及通州演习。

丙、驻丰台之我军完全撤退。

丁、日外务省会商对华具体政策。

戊、李宗仁、黄旭初自广州回广西。

己、红军张国焘、徐向前自甘肃临洮进占肃州定西间之称沟驿，断西兰公路（旋被国军毛秉

文军击退）

。

庚、红军贺龙、萧克围攻陕西凤县。

９﹐２１（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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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决定向中国提出要求：（一）创立缓冲区域，河北、山东、

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特殊化），（

二）中日通航，（三）减低关税，（四）尽量聘用日本顾问，（五）澈底取缔排日，并决定增

派海军来华。

乙、桂军翁照垣部退出广东北海。

丙、第一军胡宗南部开抵甘肃剿匪。

９﹐２２（八，七）

甲、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三浦义秋访湖北省府主席杨永泰谈吉冈案，日军舰二艘及陆战队到汉

口。

乙、丰台日军到卢沟桥演习，天津日军在西车站演习。

丙、日飞机十四架自多伦到宁夏额济纳旗红沙沟，满载军火。

丁、居正、程潜、陈立夫自广州回南京。

戊、行政院决议：（一）任谭绍华为驻墨西哥公使，（二）张治中、鹿锺麟、陈诚、钱大钧等

加上将衔。

己、毛泽东致书蔡元培，请劝南京当局停止内战，赞助中共建立民主共和国之主张，并致候

宋庆龄、汪精卫、胡适等。

９﹐２３（八，八）

甲、张群与川越茂第三次会谈，我方提出要求五项：（一）取消塘沽及上海协议及【九一八】

以来被胁迫订立之文字，（二）取消冀东伪组织，（三）取缔走私，（四）华北日军及日机不

得任意行动飞行，（五）

绥东剿匪。双方情态僵持，交涉停顿。

乙、华北日军司令田代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华北五省自治，各机关聘用日本顾问。

丙、日本水兵田港朝光在上海虹口被狙杀，日海军陆战队即出动布防于闸北。

丁、英大使许阁森呈递国书。

戊、西康建省委员会迁至康定。

９﹐２４（八，九）

甲、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告英大使克利甫，将不致对华诉诸武力。

乙、实业部长吴鼎昌，教育部长王世杰到广州，向蒋委员长报告中日外交近情。

丙、北海事件调查完毕，日舰八艘开去。

丁、冀察稽查处开始执行职务。

９﹐２５（八，一０）

甲、日外务省决定令川越留南京，继续外交折冲，并与蒋委员长直接谈判。

乙、蒋委员长电冯玉祥、程潜、何应钦、朱培德，日已决心与我一战，速商一具体方案。

丙、日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访外交部次长陈介。

丁、许世英与日外相有田八郎晤谈。

戊、汉口日侨电请日首相广田对华采取断然态度。

己、上海越界布防之日军大部撤退。

庚、财政部参事李青选在天津与冀察当局商缉私问题。

辛、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占通渭。

９﹐２６（八，一一）

甲、特派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

乙、吴鼎昌、王世杰自广州回南京。

丙、英大使许阁森到北平。

丁、日外、陆、海三省会商对华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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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红军朱德、罗炳辉占甘肃成县。

９﹐２７（八，一二）

甲、宋哲元电达蒋委员长，日本提出经济提携与开发事项（航空、铁路、炭矿、铁矿、筑港、

电力、棉花、盐、水利、渔业、通信）。

乙、甘肃剿匪军克渭源。张国焘、朱德、徐向前东占会宁、华家岭、太平店。

丙、贺龙、萧克撤陕西凤县围，西走。

丁、新任驻俄之日大使重光葵到天津，晤日司令田代（９﹐２９到平）。

戊、四川江安、资中、富顺等处地震。

９﹐２８（八，一三）

甲、蒋委员长自广州到南昌。

乙、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晤日大使川越茂，交换意见。

丙、日外相有田向外国记者说明对华态度，以取缔排日、合力防共为中心，并谓此次交涉结

果，中日关系实不出非常良好或非常险恶二途。

丁、天津日军在中国地界及杨村演习。

９﹐２９（八，一四）

甲、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在长春与关东军会商，对华北拟取强硬行动。

乙、日军约二千名，集结北平。

丙、南京日总领事须磨与实业部长吴鼎昌晤二小时，并晤铁道部长张嘉璈。

丁、蒋委员长严令各省市维持秩序，防止奸徒滋事。

戊、冯玉祥、孙科主公开加入法俄协议。

己、行政院决议，任命广西省政府委员。

９﹐３０（八，一五）

甲、北平天津日军大演习，谣言愈炽。

乙、第三十五军董英斌（东北军），第十二师唐淮源克甘肃成县，红军朱德、罗炳辉东走。

丙、开封西安长途电话通话。

１０﹐１（八，一六）

甲、宋哲元与日军司令田代订立【中日经济开发协议】（包括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白河

水利、龙烟铁矿、井陉煤矿、种植棉花）。

乙、上海日人向工部局要求多用日人为侦探，并任为虹口一带之警察署长。

丙、剿匪军孙蔚如部克甘肃康县。

丁、所得税开始实行征收。

戊、广西省政府移设桂林。

己、我国当选为国际联盟非常任理事。

庚、平浦客车与货车在柳泉互撞。

１０﹐２（八，一七）

甲、日首相广田召集外相有田、海相有野、陆军次官梅津会议，决派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主

计来华，向川越茂传达新训令。

乙、上海南京报界为中日问题发表【共同意见与信念】。

丙、班禅喇嘛自青海拉卜楞寺赴玉树。

１０﹐３（八，一八）

甲、张学良对英记者谈话，否认西北四省独立联俄，希望共军投诚，至中日问题关键全在日

本。

乙、甘肃军马步芳师复临潭，岷县红军亦全部撤围北去。

丙、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访日大使川越及书记官清水，述我方意见，并探询日本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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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许世英晤日外相有田，有田希望蒋委员长回京谈判。

戊、日军在长辛店实弹演习。

己、绥远省府主席傅作义到绥东视察。

１０﹐４（八，一九）

甲、宋哲元自天津回北平，关于华北经济问题及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事已与日方商妥。

乙、上海虹口日军撤退，谣诼渐息。

１０﹐５（八，二０）

甲、宋哲元发表谈话，否认与日军司令田代作政治事件之谈判，仅商及华北中日通航、开采

龙烟铁矿、沧石铁路等问题。

乙、日本表示中日交涉不受英美干涉。

丙、日东亚局长桑岛主计抵上海。

丁、蒋委员长自南昌返抵南京。

戊、甘肃剿匪军第八师陶峙岳克漳县。

１０﹐６（八，二一）

甲、日东亚局长桑岛主计到南京，向川越茂传达训令。

乙、日军圈占塘芦盐滩。

丙、第十二师唐淮源克甘肃徽县，红军贺龙、萧克西北走。

丁、宜昌大火。

１０﹐７（八，二二）

甲、桑岛以任务完毕，离京返沪。

乙、上海谣诼繁兴，闸北居民纷迁。

丙、华北日军参谋长桥本群在天津召开武官会议，商开发华北经济入手办法。

丁、陈诚到香港晤蔡廷锴。

１０﹐８（八，二三）

甲、蒋委员长接见日大使川越茂，泛谈中日两国前途与东亚大局关系，中日间一切问题应以

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从容协商（中日紧张局势转趋松

动缓和）。

乙、宋哲元部将领坚决反对设立自治政府。

丙、上海日军仍越界布防，市政府提出抗议。

丁、日军连日在卢沟桥、八宝山演习。

戊、日本飞机飞太原、包头。

己、汉口日商思明堂药房发现无帽无簧之炸弹。

庚、陈诚到南宁，晤李宗仁、白崇禧。

辛、郑天锡当选为国际常设法庭法官。

壬、前清恭亲王溥伟卒于大连，年五十六。

１０﹐９（八，二四）

甲、蒋委员长向国内外发表【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之国庆纪念文，呼吁不受干涉，不遭阻碍

之自卫之发展机会。

乙、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与彭德怀、林彪、徐海东部会于甘肃会宁（朱等于数日后到

达。张命第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

丙、上海日本陆战队越界演习。

１０﹐１０（八，二五）

甲、全国热烈庆祝国庆。

乙、蒋委员长自南京到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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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日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主计离上海返国。

丁、全国童子军在京大检阅大露营。

１０﹐１１（八，二六）

甲、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到天津，晤田代。

乙、陈诚自南宁经广州飞返汉口。

丙、蒙旗宣化使章嘉呼图克图到京。

１０﹐１２（八，二七）

甲、北平教育学术界徐炳昶、顾颉刚、黎锦熙等发表时局宣言，要求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

之原则下，对日交涉，反对特殊行政组织，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特殊地位，反对以外力开

发华北，武力制止走私，剿伐绥东土匪。

乙、平津新闻界响应京沪报界宣言。

丙、宋哲元在北平南苑阅兵。

丁、冀察政务会令将龙烟铁矿收归国营。

戊、外交部及财政部分别电冀察政务会交涉日本在丰台设警及圈用塘沽滩案。

己、日领事须磨访外次徐谟、陈介，日使馆书记官清水访亚洲司长高宗武。

１０﹐１３（八，二八）

甲、高宗武访须磨弥吉郎，作预备交涉，双方意见相差颇远。

乙、冀察政务会以李思浩任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李已于１０﹐１０到平）。

丙、日飞机到太原。

丁、中英信用借款成立。

１０﹐１４（八，二九）

甲、日外务省对川越发出新训令。

乙、天津日军参谋和知南下，向日使川越转达驻屯军及关东军对中日交涉之态度。

丙、冀察政务会派陈觉生督办津石铁路。

丁、宁夏马鸿逵之第三十五师自韦州败红军于干沟。

戊、国府特赦刺孙传芳之施剑翘。

１０﹐１５（九，一）

甲、中央常务会议决议国民代表大会延期举行。

乙、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李思浩就职。

丙、上海日军又越界演习。

丁、专科以上毕业生就业训导班开学。

１０﹐１６（九，二）

甲、山东省府主席韩复矩、山西清乡督办徐永昌到杭州，谒蒋委员长，商华北问题。

乙、日建川美次中将到北平（１０﹐１５），晤宋哲元。

丙、宋哲元以齐燮元及秦德纯、贾德耀为冀察政务委员会驻会办事委员（齐系日方所推）。

丁、东北军何柱国部败红军于甘宁边境之李旺堡围。

１０﹐１７（九，三）

甲、外交部长张群、冀察政务会秘书长戈定远、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西安绥靖公署主

任杨虎城到杭州谒蒋委员长，与韩复矩、徐永昌共商华北问题。

乙、宋哲元与天津日总领事崛内干城在北平签订中日华北通航协定。

丙、天津日军又有会议，研讨南京交涉及绥东近况。

丁、秦德纯与北平各大学校长交换时局意见。

戊、傅作义再到绥东平地泉视察。

１０﹐１８（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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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委员长接见驻美大使王正廷、驻俄大使蒋廷黻等。

乙、山西组织牺牲救国同盟。

１０﹐１９（九，五）

甲、张群与川越茂第四次会谈，凡三时半，意见仍不一致（日要求华北自治、共同防共、取

缔排日思想等）。

乙、冀察经济会主席李思浩与天津日军司令田代，商津石铁路、龙烟铁矿、河北植棉、设立

银行问题。

丙、冀察绥靖公署派石友三为冀北边区保安司令。

丁、蒋委员长自杭州回抵南京，韩复矩、徐永昌等亦离杭。

戊、甘肃剿共军克通渭（时红军大队集于通渭、会宁、固原、海原、靖远之间；贺龙萧克部

亦到）。

己、文艺学家鲁迅（周树人）病卒于上海，年五十六岁（１８８１至１９３６）（是月，鲁

迅曾与郭沫若、茅盾、林语堂、巴金、洪深、叶绍钧、郑振铎、夏丏尊等发表【团结御侮与

言论自由】宣言）。

１０﹐２０（九，六）

甲、行政院决议任章士钊、邓哲熙、齐燮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自京回陕。

丙、美国记者史诺出陕北共区（１０﹐２２到西安）。

１０﹐２１（九，七）

甲、张群、川越茂第五次会谈，意见仍不一致（焦点仍为华北自治与协同防共两事。川越即

派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回国请训）。

乙、派李思浩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丙、第二十九军炮队在北平南苑演习。

丁、广东军事考察团香翰屏、缪培南等到南京。

１０﹐２２（九，八）

甲、蒋委员长自南京到西安，指示剿匪机宜，并安抚张学良部。

乙、传张学良曾秘密到太原晤阎锡山（确有其事）。

丙、章士钊任冀察法制委员会主席。

丁、四川水泥公司成立。

戊、红军贺龙、萧克部在甘肃海原将台堡与第一方面军会合。

１０﹐２３（九，九）

甲、许世英访日外相有田八郎，主缓谈华北自治与共同防共二事。

乙、主办华北中日通航之惠通公司在天津成立。

丙、韩复矩、徐永昌自京分别北返济南、太原。

丁、中央军第八师陶峙岳收复甘肃会宁（一作１１﹐４）。

戊、粤汉路又撞车，死三十余人。

己、中美航空全线试航完成。

１０﹐２４（九，一０）

甲、蒋委员长在西安召见张学良等，询西北剿匪（共）情形。

乙、南京日总领事须磨到东京，外务省即召开会议，研讨对华交涉。

丙、新任驻俄大使蒋廷黻离上海，取道海参崴赴任。

丁、本日起，西班牙在华无正式外交代表。

１０﹐２５（九，一一）

甲、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被刺死，年五十九岁（杨为政学系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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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宋哲元令撤销冀察稽查处。

丙、胡汉民国葬（在广州）。

丁、红军第四军团（即第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第五、九、三十军）自甘肃靖远西渡黄河（剿

匪战史作１１﹐１２），走景泰（一条山），谋入河西（张国焘被追击军遮阻，未及西渡）。

戊、空军第四大队成立，高志航任大队长。

１０﹐２６（九，一二）

甲、张群、川越茂第六次会谈，仍无结果。

乙、北平天津日军开始在北平市、卢沟桥、长辛店、军粮城、大直沽、通州等地大演习，武

装日兵在北平市内游行，我方戒备甚严。

丙、日本飞机十三架到察北商都。

丁、红军将领致书蒋委员长，盼立即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

１０﹐２７（九，一三）

甲、日本阁议通过对川越茂之新训令，对华北自治及共同防共须中国先为原则的承认。

乙、宋哲元召秦德纯、齐燮元、贾德耀、章士钊、陈觉生、陈中孚等会商华北各问题，并向

中央报告。

丙、日浪人武田末雄、田中芳太郎在太原强租民房，贩毒酗酒滋事。

丁、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自上海赴麦加朝圣（主席由其侄马步芳代，马麟之去，乃不得已）。

戊、陈诚飞抵西安。

１０﹐２８（九，一四）

甲、蒋委员长谈对日交涉守必要限度，即恢复河北行政完整，取缔察北匪军，至于戡乱（剿

共）方针，决定贯彻。

乙、日大使川越谈，中国提案与日本要求距离甚远，交涉不易进展。

丙、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与日使川越茂晤谈。

丁、冀察政务会秘书长戈定远自南京回北平。

戊、东北军某部致书红军第二方面军，赞同团结抗日。

１０﹐２９（九，一五）

甲、蒋委员长自西安到洛阳，部署派兵往援绥远。

乙、平津日军连续演习三日，今日休息。

丙、红军北退，西安兰州公路恢复通车（红军于１０﹐２７北退，宣传统一战线）。

１０﹐３０（九，一六）

甲、外交部向日使馆抗议平津日军演习。

乙、阎锡山命无护照之外人（日人）即日离去山西。

丙、阎锡山、徐永昌、傅作义自太原经西安赴洛阳。

丁、绥境蒙古政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阿勒坦鄂齐尔亲王到南京。

戊、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到成都晤刘湘（时川谣甚盛）。

己、日水兵在汕头摄取影片。

１０﹐３１（九，一七）

甲、蒋委员长五十寿辰，全国热烈庆祝，南京举行各界献机典礼，约七十架。

乙、蒋委员长发表【五十生日之感言－－报国与思亲】，望国人【以孤孽自居，以精诚自励，

共同一致，奋勉自强】，并以【尽忠报国，复兴民族，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自勉。

丙、晋绥陕豫将领阎锡山、徐永昌、傅作义、张学良、刘峙、商震等均到洛阳，为蒋委员长

祝寿，并商对日及剿共问题（张、阎主停止剿匪，一致对外，蒋不听）。

丁、须磨弥吉郎携日本新训令返抵南京。

戊、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北平设图书馆，宋哲元捐书二千册。



- 1113 -

己、红军一部自陕北进入伊克昭盟鄂托克旗。

庚、长沙绥靖公署撤销。

１１﹐１（九，一八）

甲、阎锡山、张学良等分别自洛阳经太原回西安（张不以剿共为然，欲向蒋陈述，未果，曾

语阎，谓蒋委员长有救国之心，而方法错误）。

乙、北平通州日军在永定河作对抗演习。

丙、察北匪首王英、李守信到天津与日军有所接洽。

丁、萧振瀛到上海（在平津失意）。

戊、伪【冀东银行】在通州开业。

１１﹐２（九，一九）

甲、段祺瑞病卒于上海，年七十二岁（１８６５至１９３６），段近忧心国事，夙疾转剧，

日前李思浩到沪谈北方情势，尤愤恨。

乙、日使川越茂召集武官喜多、佐藤、雨宫，参事若彬、书记官须磨、吉冈等研讨外务省之

新训令。

丙、日军司令田代自天津到北平，指挥日军演习。

丁、河北省公民通电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

戊、财政部防止路运走私，总稽查处移天津办公（寻以日方阻挠，未克执行职务）。

己、长沙日人山岸贤藏受刀伤。

庚、粤汉路在湖南耒阳出事。

１１﹐３（九，二０）

甲、须磨弥吉郎与高宗武会谈三小时半。

乙、大队日军穿行北平市内（共五千余）。

丙、北平各大学停课一小时，对日军演习表示哀痛。

丁、宋哲元自北平到天津。

戊、天津捕获扰乱治安之汉奸秦心斋。

己、日军舰二只到长沙。

庚、行政院决议：（一）筹设统一国货公司，（二）国葬段祺瑞。

辛、甘军马步青与渡河西进之红军徐向前战于一条山（景泰），左路指挥骑兵第五师长马廷

祥战死。

壬、罗斯福再度当选美国总统。

１１﹐４（九，二一）

甲、天津日军大演习完毕，日司令田代在平宴我军政各军，齐燮元致词，谓对日军招待不周。

乙、北平学生代表慰劳绥远主席傅作义，察北匪伪军图绥益急（

傅云志在保民，不愿惹事，亦不怕事）。

丙、张学良自西安到兰州（明日回西安）。

丁、广东省府主席黄慕松、广州市长曾养甫到香港，答拜英总督郝德杰。

１１﹐５（九，二二）

甲、北平学生以农民受日军演习蹂躏，发动救灾运动。

乙、德王电责绥远省府主席傅作义破坏蒙古自治。

丙、察北伪军匪部自商都犯绥东，被击退。

丁、段祺瑞大殓，全国下半旗志哀。

１１﹐６（九，二三）

甲、第一军长胡宗南、第二十五师长关麟征破红军于甘肃海原，攻克靖远打拉池，毙其师长

陈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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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天津日军部举行会议。

丙、冀察政务会准天津增加警察保安队一千五百名。

丁、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李思浩自上海赴洛阳谒蒋委员长。

戊、黄慕松、曾养甫自香港回广州。

己、上海伦敦间航空联运开始。

１１﹐７（九，二四）

甲、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演习，北平学生赠大批慰劳品。

乙、日司令田代晤宋哲元。

丙、日使馆书记官清水、须磨晤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

丁、太原武田租屋事件解决。

戊、察北匪首王英、李守信离天津，决犯绥远（傅作义部向绥北增防，封锁匪部燃料）。

己、重庆大火，延及火药库。

１１﹐８（九，二五）

甲、宋哲元声明未与田代谈任何问题。

乙、绥远傅作义部旅长曾延毅到天津，访宋哲元。

丙、傅作义驳德王１１﹐５电，并责其受外人利用。

丁、察北德王通电，否认进犯绥远。

戊、李思浩自洛阳到南京，访外交部长张群。

１１﹐９（九，二六）

甲、日军司令田代宴宋哲元、张自忠等，谈冀察问题。

乙、宋哲元谈话，谓谣言不可信，本人决不甘为亡国奴。

丙、察北匪伪军自百灵庙进犯，被击退。

丁、西北剿匪军第一纵队指挥官第三军长王均以飞机失事，在甘肃殒命。

戊、上海日本七大纱厂工人二万余联合罢工。

１１﹐１０（九，二七）

甲、张群川越茂第七次会谈，我立场不变，拒谈防共问题，要求规复河北完整，安定察北绥

东（有若干问题已略接近）。

乙、宋哲元谈中日经济合作，须以平等互惠为原则。

丙、天津日军司令田代宴殷汝耕及其秘书长池宗墨。

丁、张学良书告即将开赴绥东之骑兵第七师门致中部，谓目前中华民族最切要之工作为抗日

救亡。

戊、苏俄大使鲍格莫洛夫返国。

１１﹐１１（九，二八）

甲、许世英晤日外相有田八郎，说明中国立场。

乙、须磨访高宗武。

丙、华北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参谋和知到济南，访韩复矩（１１﹐１３回津）。

丁、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冯治安、赵登禹两师举行演习，宋任总监。

戊、冀察政务会以冯治安代理河北省政府主席。

己、日人唆使德王满蒙匪伪军自察北商都向绥边出动。

庚、日水手高濑安治在上海租界被狙击死。

辛、驻俄大使蒋廷黻呈递国书。

１１﹐１２（九，二九）

甲、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到平地泉视察。日飞机七架飞绥东。

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到绥远，发告将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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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宋哲元谈华北通航后，日军用机即停飞。

丁、蒋委员长自洛阳往游嵩山。

戊、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自雅安赴康定。

己、立法院长孙科自广州到桂林。

庚、革命先进尢列卒于南京，年七十二岁。

辛、全国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在上海鼓动停止内战、罢工、罢课、

罢市。

１１﹐１３（九，三０）

甲、匪伪军王英进犯绥边红格尔图，日机三架到平地泉投弹。

乙、各地人士纷起作援绥运动。

丙、日外、海、陆三省会商对华交涉。

丁、日使秘书清水、须磨分访外交部高宗武司长。

戊、天津日军又演习。

己、宋哲元赴平南指挥所部演习，清华大学学生前往参观慰劳。

庚、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复工。

１１﹐１４（一０，一）

甲、许世英晤日外相有田八郎。

乙、日武官雨宫访外交部司长高宗武。

丙、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演习完毕。

丁、蒋委员长视察河南巩县国防工事及兵工厂。

１１﹐１５（一０，二）

甲、匪军王英猛犯绥东红格尔图。

乙、上海市商会电勉绥远主席傅作义。

丙、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在保定演习。

１１﹐１６（一０，三）

甲、匪伪军力攻红格尔图，被我军击退。傅作义到平地泉督师。

乙、阎锡山捐款八十七万元援助绥远将士。

１１﹐１７（一０，四）

甲、蒋委员长自洛阳到太原，与阎锡山商绥远军事，第二十五军长万耀煌随行（万部奉命准

备自洛入晋，陈诚之总指挥部，入晋中央军均归指挥）。

乙、宋哲元与韩复矩会于河北南宫。

丙、惠通公司在天津开幕，中日通航，共四线：（一）天津大连，（二）北平锦州，（三）天

津承德，（四）天津张北。

１１﹐１８（一０，五）

甲、骑兵师长彭毓斌大破匪伪军王英及李守信、尹宝山于陶林之红格尔图，抄没其【大汉义

军】（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司令部，击溃其主力。

乙、蒋委员长自太原返洛阳。

丙、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访日使川越茂。

丁、内政部长蒋作宾出巡各省。

戊、德、义正式承认佛郎哥之西班牙政府。

１１﹐１９（一０，六）

甲、蒋委员长到济南晤韩复矩，当日回洛阳。

乙、日使馆秘书清水董三与亚洲司长高宗武会谈。

１１﹐２０（一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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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红军徐向前、陈昌浩自甘肃景泰西占古浪，前队进向凉州。第一军胡宗南部占宁夏同心

城惠安堡，红军第一军团林彪等自海原北退山城堡，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震动。

乙、日外务省声明中国有处置绥乱之自由。

丙、清水董三再与高宗武会谈。

丁、中国外交部声明，对于侵犯绥远之匪或任何势力，决予剿灭。

戊、派刘湘为川康绥靖主任。

己、冀东保安队叛变，掳日本少佐古田等。

１１﹐２１（一０，八）

甲、日本外务省声明谓绥乱与日本无关。

乙、外交部秘书段茂澜到绥远视察。

丙、宋子文访香港总督郝德杰。

丁、红军第一军团林彪、第十五军团徐海东败胡宗南部之第七十八师廖昂、詹忠言旅于甘肃

环县、山城堡、萌城、大水坑、河连湾（

胡部损失数千）。

戊、王亚樵在广西为中央情报人员处死（王为上海职业凶手，近年屡谋暗杀中央要人）。

１１﹐２２（一０，九）

甲、阎锡山在绥远召开军事会议。

乙、匪伪军李守信犯兴和，被击退。

丙、惠通公司日方不肯停止军事航空，中国董事长张允荣不赴公司办公。

１１﹐２３（一０，一０）

甲、绥远骑兵孙长胜师、步兵孙兰峰旅于夜十时袭攻蒙伪匪军之绥北根据地百灵庙，澈夜激

战。

乙、中央军第十三军长汤恩伯到绥远。

丙、各地纷起作热烈之援绥运动。

丁、上海全国救国联合会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朴、史良（所谓

【人民阵线】派）被捕。

１１﹐２４（一０，一一）

甲、绥远步兵第二百十一旅长孙兰峰，骑兵第二师长孙长胜、团长张成义、刘景新、刘应凯

于上午九时克复百灵庙，得子弹面粉极多，满蒙伪匪军东退（日方策动内蒙德王，谋组【大

元帝国】）。

乙、胡宗南部杨德亮旅及甘军马步青师、马呈祥团攻占甘肃古浪，红军徐向前等西去。

丙、张学良自西安连电蒋委员长，称所部不稳，陕事奇急，请准到洛阳面陈。

丁、日本使馆秘书清水董三访亚洲司长高宗武。

戊、行政院决议（一）任冯治安（宋哲元部师长）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二）通过京赣铁路

建设公债千四百万元。

１１﹐２５（一０，一二）

甲、德国日本防共协定在柏林签字。

乙、宋哲元召所部师长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赵登禹协商察省防务。

丙、热河伪军自多伦向商都增开。

丁、第三路军总司令陈诚到太原。

戊、上海市代表王晓籁等到绥远劳军。

１１﹐２６（一０，一三）

甲、我政府声明防共工作纯属内政问题，无与任何第三者协商之必要。

乙、蒋委员长、阎副委员长发告匪伪军书，劝反正（原拟于绥东战后，乘机收复商都及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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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县，阎不赞同，固有此举）。

丙、敌机到百灵庙投弹。

丁、上海日华纱厂罢工。

１１﹐２７（一０，一四）

甲、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谓此次蒙军攻绥，在防共自卫，望其成功，万一累及【满洲国】，

或发生中国全土濒于赤化之危殆事态时，关东军即采取适当处置。

乙、外交部长张群告德大使托德曼，决自力防共，不容第三者干涉。

丙、日本参谋本部第一课长石原莞尔由长春到天津，联络关东军与华北屯驻军之合作（１１

﹐２９到北平，１１﹐３０返长春）。

１１﹐２８（一０，一五）

甲、外交部声明蒙伪匪军犯绥，不问背景与作用若何，决予痛剿，我之领土主权，不容任何

第三者以任何口实加以侵犯或干涉，万一发生此种非法侵犯，必竭全力防卫。

乙、绥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副委员长巴宝多尔济等通电决在中

央领导之下奋斗。

丙、传日义协议成立，日本承认意大利帝国（即承认义王兼阿比西尼亚皇帝），意大利在事

实上承认【满洲国】。

丁、中德湘黔铁道及平汉路黄河铁桥借款四千万元成立。

１１﹐２９（一０，一六）

甲、蒋委员长在洛阳军官分校训话，对任何问题，必须坚确保持独立自主之立场，剿共为中

国内政问题，不受国际任何影响或牵制。

乙、第三路军总司令陈诚到绥远，与傅作义商军事，并谓人所待我者为不战而屈，今后我决

战而不屈；人如对我施战而不宣之故技，我必宣而战（蒋委员长拟进攻察哈尔商都，阎锡山

持不可）。

１１﹐３０（一０，一七）

甲、第三路军总司令陈诚离绥远赴太原。

乙、义大使罗亚谷诺晤外交部长张群。

１２﹐１（一０，一八）

甲、行政院决议：（一）调任黄绍竑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以朱家骅为浙江主席。（二）任命陈

诚为军政部常务次长。（三）调张发奎为苏浙边区绥靖主任，刘建绪为闽浙赣皖边区绥靖主

任，以陈继承为豫鄂陕边区绥靖主任。

乙、国民政府令撤销驻鄂绥靖主任公署，特派何成浚、陈诚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正、

副主任。

丙、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林彪、刘伯承、叶

剑英、张云逸、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董振堂、罗炳辉、邵式平、郭洪涛（陕北省委书

记）致书蒋中正，请当机立断，允许中共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丁、青岛银月纱厂罢工。

１２﹐２（一０，一九）

甲、洛阳蒋委员长行辕秘书主任表示如匪伪军盘据不退，继续进扰，我定以全力出击，不惜

任何牺牲。

我军防卫中国领土，不容任何方面以何种借口，何种威胁，横加干涉。

乙、张国焘到陕北（旋即遭受处分）。

丙、罗马发表日义协议公报，日本承认意大利兼并阿比西尼亚，义在【满洲国】设置总领事

馆。日外务省亦发表声明。

丁、青岛日本纱厂全部停工，二万七千工人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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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北平【独立评论】因刊载【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被勒令停办。

己、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飞凉州，布置剿共军事。

庚、第三十二军商震、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在豫北演习。

１２﹐３（一０，二０）

甲、青岛日本海军陆战队千余名突于晨四时上岸，搜查国术馆、党部、报社等机关，并滥捕

职员九人（旋释放）。

乙、外交部长张群为青岛事件向日使川越抗议，当晚二人作第八次谈判，川越强留一备忘录，

张不受（明日又投送，张仍璧还）。

丙、日人指挥匪伪军五千余人自锡拉木楞庙（大庙）向绥远百灵庙反攻，有飞机十余架助战，

被我军击退。

丁、张学良到洛阳，力劝蒋委员长赴西安。

戊、驻波兰公使张歆海被免职。

１２﹐４（一０，二一）

甲、蒋委员长偕张学良自洛阳到西安（蒋已知张部不稳，左右力阻其前往。又张坚邀洛潼间

驻军军长万耀煌同行，是日陈诚亦到）。

乙、国府训令行政院统一外交职权，地方对外协定，中央不承认其效力。

丙、我军完全击溃反攻之匪伪军，百灵庙周围六十里内无匪踪。

丁、甘军马步青邀击西趋红军徐向前、董振堂、陈昌浩于甘肃永昌。

戊、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人自上海解往苏州高等法院。

己、名妓赛金花卒于北平。

１２﹐５（一０，二二）

甲、日大使川越离南京回上海，谓目下情势，诚极悲观，同时主张破裂之说，甚嚣尘上，但

尚未到绝望之点，中国仍将继续诚意与日商讨（中日交涉仍由高宗武与须磨谈判）。

乙、行政院电宋哲元，不承认中日经济开发协议。

丙、日外、陆、海三省首脑部联席会议，协商对华问题。

丁、敌机八架又到百灵庙投弹。

戊、许世英访日外相有田，抗议日军登陆青岛。

己、日本陆战队续在青岛登岸，第三舰队司令及川亦到。

庚、上海广州无线电通话。

１２﹐６（一０，二三）

甲、外交部发表中日交涉经过，谓正本清源，须恢复人民感情，铲除足以引起恶感之原因。

我始终以平等互惠互尊领土主权完整之原则为立场。绥远事件障碍外交进行，切望早日消灭，

一切问题，可由正当途径合理解决。

乙、日本陆、海、外三省会议，今后对华改取自动政策。

丙、青岛市长沈鸿烈拒绝日方之十二项无理要求。

丁、宋子文自广州飞抵桂林，整理桂币。

戊、前北平政整会委员长黄郛在上海病卒，年五十七岁（１８８０﹐３﹐８生）。

己、陈诚自太原到西安。

１２﹐７（一０，二四）

甲、张学良向蒋委员长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之必要，为蒋委员长所拒（日前蒋曾提二方

案，一为将张及杨虎城两军全部开赴前线剿共，一为分别调往福建安徽，张杨不允。是晚张

杨密谋劫持蒋委员长）。

乙、青岛市长沈鸿烈与日领事西春彦会谈四次，仍无结果。

丙、陇海路西展达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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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中法成渝铁路借款成立（三千七百五十万元）。

１２﹐８（一０，二五）

甲、绥远匪军王英部师长金宪章、旅长石玉山、团长葛子厚等反正，并缴蒙军第七师械。

乙、国府任刘湘为第六路军总司令，邓锡侯为副司令（统四川各军）。

丙、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及蒋鼎文飞抵西安，谒蒋委员长（１２﹐１１朱离西安返南

京）。

丁、德国外交部长向中国大使程天放解释德日反共协议，非对中国。

１２﹐９（一０，二六）

甲、蒋委员长在西安宴张学良部军师长王以哲、何柱国、缪征流等，加以安抚慰勉。

乙、张学良劝蒋委员长停止剿共，被申斥。

丙、西安学生游行请愿，立即停止剿匪，发动抗日，拟赴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为张学良所

劝阻（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张语还正在西安活动）。

丁、日军司令田代访宋哲元。

１２﹐１０（一０，二七）

甲、蒋委员长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并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宁

绥四省边区总指挥。

乙、杨虎城派代表飞宁夏，邀马鸿逵（马未到）

。

丙、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冲自南京到西安，准备去陕北（周与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在南京与

陈立夫、张冲、张道藩商谈多次，不时往来京陕之间）。

丁、绥远我军骑兵师长孙长胜、步兵团长李思温克复锡拉木楞召（大庙）。

戊、日外务省发表声明，谓我方已允聘用日顾问，减低入口税，根绝一切排日运动，成都、

北海等案已容纳日本要求；及绥事发生，我有否认既往谈话态度，此后如在华日人生命财产

受危害时，将采取必要措置。

己、青岛事件由沈鸿烈与日领事西春彦解决，纱厂复工后日军撤退。

庚、英王爱德华八世为与辛浦生夫人婚事，逊位。

１２﹐１１（一０，二八）

甲、外交部发表谈话，辩析日方声明，谓中日所谈各问题迄未得有结果，任何外国在中国领

土内采取非法行动，断不容许，必设法排除之。

乙、蒋委员长约张学良于临潼晚餐，有所训斥（是日陈诚知张学良将有行动，劝蒋离去，未

听）。

丙、张学良、杨虎城召开军事会议（昨日张、杨部队一万七千人集中西安）。

丁、张学良、杨虎城宴蒋鼎文、朱绍良、蒋方震、蒋作宾等。

１２﹐１２（一０，二九）

甲、晨五时，西北剿匪军副司令张学良及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叛变，张部师长白凤翔、旅长

唐君尧、营长孙铭九将蒋委员长自临潼劫持至西安新城（杨虎城部所在地），并扣留西安城

内之中央高级官吏将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钱大钧、卫立煌、蒋作宾、陈继承、陈调元、

万耀煌、蒋方震等（邵元冲及委员长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宪兵团长杨震

亚等遇害）。

乙、张学良、杨虎城通电，主改组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上海被捕之爱

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一切政治自由等八事，确实遵行孙

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声言对蒋委员长作最后谏诤。

丙、张学良电孔祥熙、蒋夫人，声称暂请蒋委员长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孔

电覆，劝格外审慎，勿为仇者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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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晚间，中央常务会议及政治会议决议：（一）张学良褫职严办，（二）行政院由孔副院长

负责，（三）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四）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五）军队指挥调动归军政部长何应钦负

责（会议中意见不一，戴传贤力主不可示张杨以弱，孔祥熙、宋子文主先予疏导，不可即张

挞伐，结果从后说）。

戊、驻洛阳张学良部炮兵第六旅自行缴械（张令该旅旅长黄永安占领飞机场、军械库，封闭

各银行，黄拒不奉命，并报告洛阳军官分校主任祝绍周，祝即命驻豫西之第四十六军樊崧甫

部二师急开潼关，先张部占领）。

己、张学良约万耀煌恳谈（时万部驻咸阳）。

庚、西安【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辛、太原会谈，决先救蒋委员长出险。

壬、马相伯自上海移居南京。

癸、英王乔治六世即位。

１２﹐１３（一０，三０）

甲、张学良、杨虎城成立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分任正副委员长（明日改称主任委员），派

孙蔚如为西安警备司令。

乙、国民政府明令褫张学良职严办，又令于必要地方宣布戒严。

丙、冯玉祥副委员长忠告张学良，请先释蒋委员长回京。

丁、孔祥熙副院长通电全国拥护中央既定国策，共济艰难，并另行分电宋哲元、韩复矩、阎

锡山、商震、沈鸿烈（青岛市长）、于学忠、冯钦哉（杨虎城部师长），盼共挽危机。

戊、第一军长胡宗南及四十余师长请下讨伐张学良令。

己、张学良电阎锡山、刘湘询对事变意见，盼响应。

庚、兰州于学忠部占领该地中央机关。

辛、绥远前线将士对西安事变，极为震愤。

壬、孔祥熙召见苏俄代办，促苏俄及第三国际注意西安事变之严重性。如蒋有危险，中国或

被迫与日本共同抗俄。又召见日领事须磨，请日政府约束在华浪人。

癸、孔祥熙电蒋廷黻，谓西安事变与苏俄有关，命提抗议。

子、敌机在绥远大庙投弹。

丑、中国共产党之【解放日报】西安版发行。

寅、中共中央在保安会议，毛泽东主张公审蒋中正，予以应得制裁。

卯、陈立夫约晤潘汉年，嘱电劝第三国际，蒋如不幸，中国失去领导，日本将进攻苏俄，可

不必以中国为对象（１２﹐１４潘据以电第三国际）。

１２﹐１４（一一，一）

甲、阎锡山电覆张学良、杨虎城，质其何以善后，是否将减少抗战力量，是否将移对外战争

为内战，能否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孔祥熙电请阎锡山劝张学良陪蒋南来，或暂移太原。

乙、中国共产党赞同张学良之主张。

丙、前任张学良顾问端讷受蒋委员长夫人之托，自南京飞抵西安晤张，并探视蒋委员长，黄

仁霖同行。

丁、汪兆铭自伦敦电告即日归国。

戊、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云南龙云通电拥护中央。李济琛电南京，盼号召全国

力量，一致对外。

己、胡宗南等军师旅长二百七十五人电箴张学良。

庚、刘峙、徐源泉、张发奎、薛岳、孙连仲等通电忠告张学良。

辛、程潜、唐生智、朱培德等电促张学良猛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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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绥东前线将士汤恩伯等通电讨张学良。

癸、杨虎城部师长冯钦哉声明未参与西安事变。

子、张学良等任孙蔚如、王以哲为抗日联军第一军团长，马占山为骑兵总指挥。

丑、匪军自商都攻集宁东北之九股泉，被击退。

寅、莫斯科消息报社论，谓张学良之反动，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力量之团结，实为中国人民阵

线之打击。

卯、陈立夫再晤潘汉年，请告第三国际，周恩来现在西安，可请其调解（明日陈再请潘电俄，

命周设法救蒋）。

辰、中共在保安接到上海宋庆龄转来斯大林电（１２﹐１２发），指西安事变为日本阴谋造

成，中国急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如觉悟，应为领导抗日之唯一人物，中共应争取和

平解决西安事变，对蒋表示友善。

１２﹐１５（一一，二）

甲、端讷自西安回洛阳，电京报告蒋委员长平安（翌日再飞西安）。

乙、蒋委员长移居张学良住宅附近（原住新城，属杨虎城势力），张学良来长谈。

丙、南北各大学校长教授学生电劝张学良悔过。

丁、中共中央电南京，劝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主张。

戊、宋哲元通知北平各国使馆，继续反共，服从中央。

己、于学忠自西安回兰州（于不以张杨举动为然）。

庚、张学良所部刘多荃等，与驻潼关之中央军军长樊崧甫联络，请中央设法调解。

辛、敌机轰炸绥东各地。

壬、青岛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撤退（明日纱厂复工）。

癸、莫斯科真理报社论抨击张学良之叛变在阻遏南京政府团结抗日之进行，将促成国家之分

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盼中国人民勿为日本挑拨者及汉奸所欺。

１２﹐１６（一一，三）

甲、西安召开市民大会，张学良、杨虎城演说，主联合各党各派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从事救国

运动。

乙、张学良、蒋方震晤蒋委员长。

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二）由国府下令讨伐张学良，（三）

推于右任宣慰西北军民（国府是日即下令，以张杨无释放蒋委员长之表示，决采取强硬措置，

戴传贤主之最力，宋子文、孔祥熙不以为然）。

丁、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东线参谋长叶剑英、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博古（秦邦宪）

到西安（１２﹐１４离保安，先到延安）。

戊、华县附近中央军与张学良部接触，中央飞机炸渭南。

己、绥远前方将士傅作义、汤恩伯、李服膺、王靖国、赵承绶等电劝张学良早护领袖回京。

庚、北平各大学教授宣言痛责张学良。

辛、中央委员邵元冲在西安受伤殒命（一作１２﹐１３）。

壬、日本首相广田与外、陆、海三省会商，对西安事件，决密切注意其演变。日本社会大众

党发表宣言，说中国由此更采容共政策，则日本受害匪浅，主改变对华方针，援助中国统一

建设工作。

癸、第三国际电覆南京潘汉年，同意其解决西安事变主张。

子、驻俄大使蒋廷黻晤俄外长利瓦伊诺夫，盼对西安事变予中国政府以协助。李表示苏俄近

年与张学良毫无关系，爱莫能助，惟盼事变早日解决。并指责中国政府禁止登载消息报、真

理报社论（翌日蒋电告孔祥熙，并晤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

丑、成渝铁路借款合同在上海签字，总额三千四百五十万元，由中法商工银行承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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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７（一一，四）

甲、苏俄外长利瓦伊诺夫向蒋廷黻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及塔斯社

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疑虑苏俄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疑虑实不友谊。并声明苏

俄唯一协助中国政府之方法，在使中国共产党知道苏俄政府之态度。

乙、张学良偕周恩来及被扣之蒋鼎文见蒋委员长，周说明中共对时局态度，蒋即致书何应钦，

谓十九日前可回京，蒋鼎文携该函飞洛阳（是日起，周屡与蒋晤谈）。

丙、何应钦通电就讨逆军总司令职。

丁、国府派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路及西路集团军总司令。

戊、于右任自南京赴陕西宣慰。

己、北京大学教授宣言，国民应一致赞助讨伐张学良之命令，爱护统一大业。

庚、东北军退出延安（肤施）。

辛、内蒙德王通电停战。

壬、日本外务省声明，劝国民政府勿与张学良妥协。

癸、杨虎城电告其军长冯钦哉（驻同州），绝对负责保护蒋之安全，冯即电告孔祥熙。

子、张、杨电覆阎锡山，蒋如积极抗日，仍竭诚拥护，否则亦极力爱护，并力避内战。

１２﹐１８（一一，五）

甲、蒋鼎文到南京。

乙、大公报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

丙、驻察北商都南壕堑蒙匪军三团，由旅长安华亭、王子修率领反正来归。

丁、张学良电何应钦，要求中央军撤往潼关以东。

戊、李济琛电南京，请收回讨逆命令。

１２﹐１９（一一，六）

甲、中国共产党通电建议南京西安军队以潼关为界，立即由南京召开各党派和平会议，先由

各党派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反对一切内战。

乙、张学良电告上海泰晤士报记者 Fraser，蒋委员长已同意其意见，俟南京有人前来，蒋即

返首都（双方谅解：一、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二、武力抵抗日本之进一步侵略，三、排去

南京若干亲日分子，积极与英美苏联合，四、改组张杨所部，与中央军平等待遇，五、予人

民以更大政治自由，六、改建南京政府组织成为民主制度）。

丙、苏俄代办向外交部长张群声明西安事变与苏俄无关。

丁、宋子文自南京飞抵洛阳，于右任到潼关。

戊、日外相有田告许世英，谓中国政府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决强硬反

对。

己、刘湘电何应钦、孔祥熙、顾祝同，已电劝张学良速求政治解决，恢复蒋之自由。

１２﹐２０（一一，七）

甲、宋子文、端讷到西安，晤张学良及蒋委员长。

乙、张学良表示决亲送蒋委员长回京。

丙、中央军第四十六军长樊崧甫收复华县。

丁、盛世才声明西安事变与新疆无关。

１２﹐２１（一一，八）

甲、红军进入陕西延安（１９３７﹐１﹐１？）

。

乙、宋子文自西安飞返南京。

丙、黄绍竑到太原，与阎锡山商救蒋委员长办法。

丁、日大使川越到京，访外交部长张群，探询西安事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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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青岛日本陆战队全部撤退。

己、浙江昌化县城被匪攻破。

庚、张学良电阎锡山，不再派李金洲赴晋（已决定自行解决，不让阎过问）。

１２﹐２２（一一，九）

甲、蒋委员长夫人宋美龄自南京飞抵西安，宋子文、蒋鼎文、戴笠同行，即晤张学良、周恩

来（是日孔祥熙致书张学良，劝于圣诞节前后，送蒋还京）。

乙、胡宗南等电张学良、杨虎城速送蒋委员长回京，政见容后再商。

丙、汪兆铭自意大利启程返国。

丁、前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卒于天津，年七十三。

１２﹐２３（一一，一０）

甲、中央政治会议责成何应钦切实执行讨伐令，兼程急进，贯彻到底，并推林森、居正分别

代理中央政治会议及中央常会副主席。

乙、中央军败张学良部于陕西赤水。

丙、孔祥熙通告各省市安定人心，维持治安。

丁、宋哲元、韩复矩通电，主召开国是会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此电系出冯玉祥旧部何其

巩等）。

戊、保定发生劫狱案，囚犯七十余人逃脱。

己、日首相广田在枢密院报告，倘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

１２﹐２４（一一，一一）

甲、国府公布讨逆总司令部组织大纲。

乙、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自洛阳飞抵太原，转赴宁夏。

丙、傅作义自绥远赴太原，飞机遇雾迷途，降河北易县（明日乘车前往）。

１２﹐２５（一一，一二）

甲、蒋委员长及夫人偕宋子文于下午四时乘飞机离西安，五时半抵洛阳，张学良同行。消息

传出，举国狂欢，爆竹声彻夜不绝（张与杨虎城为蒋委员长离陕问题发生歧见，几决裂，由

周恩来力劝，杨始同意）。

乙、讨逆军停止前进。

１２﹐２６（一一，一三）

甲、蒋委员长于上午十二时一刻自洛阳到南京，即邀各军政要人谈话。市民欢迎者万人空巷。

乙、蒋委员长通电海内外，对此次事变，深自引咎。

丙、蒋委员长发表在西安对张学良、杨虎城之训话原文，谓人格事大，生死事小。

丁、张学良到京，上书蒋委员长请罪。

戊、各地纷纷举行庆祝蒋委员长脱险大会。

己、邹鲁自广州抵南京。

１２﹐２７（一一，一四）

甲、蒋委员长电慰绥远前线将士。

乙、李宗仁、宋哲元、韩复矩、刘湘等纷电蒋委员长慰问。

丙、南京举行盛大庆祝会。

丁、在西安被困之陈诚（军政部次长）、蒋作宾（内政部长）、钱大钧（侍从室主任）、陈调

元（军事参议院长）、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蒋方震等均抵京。

戊、于右任自潼关回抵南京。

己、蒋委员长之胞兄锡侯在籍逝世。

１２﹐２８（一一，一五）

甲、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发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宣言，谓事变与中共无关，惟有坚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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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救国，全国人民应一致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剿共政策，实行宪政，联合各党各派一致

抗日，并联合一切同情援助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和民族。

乙、孔祥熙通电解除行代理行政院长职务。

丙、宋哲元、韩复矩代表到京谒蒋委员长，徐永昌亦代表阎锡山到京。

丁、粤汉路在淦田出轨。

戊、毛泽东驳１２﹐２６蒋委员长发表之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词。

己、关东军声明，如中国政府与共产党及同类份子妥协，接受共产主义与抗日政策，关东军

将采任何必要方法，以防卫满洲国及维持东亚和平。

１２﹐２９（一一，一六）

甲、中央常务会议决议：（一）定于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举行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

（二）蒋委员长中正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行政院长，恳切慰留。其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

议。

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二）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

停止军事行动（国府即明令发表）。

丙、甘军马步青师攻占永昌，毙红军第九军长孙玉清。

丁、傅作义自太原回绥远。

１２﹐３０（一一，一七）

甲、蒋委员长再请辞职，中常会再度慰留，给假一个月藉资调摄。

乙、周恩来在西安组【红中社】（红色中华通信社）。

丙、中日成都、北海两案，正式换文解决，分别惩凶抚恤（一为九万八千八百元，一为三万

元）。

丁、敌机十架飞绥东侦察。

１２﹐３１（一一，一八）

甲、军事委员会审讯张学良，判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由李烈钧、朱培德、鹿锺麟审判）。

蒋委员长即呈请国府予以特赦。

乙、去年十一月一日刺汪兆铭案判决，凶犯处徒刑七年。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３７──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

１﹐１（一一，一九）

甲、全国热烈庆祝新年。

乙、杨虎城在西安阅兵，声言决联合红军，贯彻主张。

１﹐２（一一，二０）

甲、蒋委员长自南京飞抵奉化。

乙、日本军用飞机在青岛散布五色小旗及荒谬传单。

丙、甘军马步青师克山丹，红军西南趋。

丁、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梁宇皋、张祖荫、革乐思、陶乐尔在老厂开第二届首次会议，

中立委员长仍为伊思林。

１﹐３（一一，二一）

甲、日本飞机在济南散发荒谬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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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宋子文到奉化（明日飞京访张学良）。

丙、胡适发表【新年的几个期望】（实行宪政，望蒋介石为一宪政的中国领袖，收复华北疆

土重建主权）。

１﹐４（一一，二二）

甲、国府特赦张学良，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莫德惠、刘哲、戢翼翘自北平应邀到京，

劝慰张学良。

乙、西安将领谈话，不满中央措置，决作军事准备（渭北已发生冲突）。蒋委员长派陈诚为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主持陕西东路军事，拟击溃张杨所部（第二、三集团军集陕甘之交）。

丙、青岛走私韩人殴辱海关职员。

丁、天津发现荒谬传单。

１﹐５（一一，二三）

甲、行政院会议决定陕甘善后办法：（一）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撤

职留任。（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辞职，以孙蔚如（杨部师长）继任。（三）甘肃绥靖主

任朱绍良辞职，派王树常（东北将领）继任。（四）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综理陕甘青

宁四省军事。（五）任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军总指挥（冯为杨部而未参加事变者）。

乙、军政部发表整理陕甘军事办法，中央军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万锺各军分驻潼关、

渭南、西安、咸阳、宝鸡、天水，胡宗南、关麟征、孔令恂各军驻陇东，杨虎城部移驻陕省

中部及西北部，张学良部恢复十二月一日以前之原位置，另在西安设军需分局，办理各军饷

糈。

丙、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自南京抵洛阳。

丁、杨虎城等通电，责中央军西进挑战，惟有起而周旋。违背蒋不再起内战诺言。

戊、郑州日侨勾结匪类图谋不轨，为当地军警拘捕（明日引渡日领事署）。

１﹐６（一一，二四）

甲、国府明令裁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乙、外交部向日使馆抗议天津日机散布荒谬传单刊物。

丙、冀察经济委员会改组，缩小范围。

１﹐７（一一，二五）

甲、红军彭德怀部万人自陕西淳化到三原。

乙、东北军王以哲部集西安附近，构筑工事。

丙、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撰文论中日问题，主先消释中国对日本之猜疑，对中国建设予

以同情及实际裨助（近日日本舆论界颇有对华新认识之呼声）。

丁、粤汉路在余家湾附近出轨。

１﹐８（一一，二六）

甲、陕西张杨部队积极布防。

乙、行政院电令孙蔚如迅就陕西省府主席职。

丙、陈铭枢自欧洲抵香港，谋活动。

丁、中共通电号召和平，停止内战。

１﹐９（一一，二七）

甲、张学良派王化一等持函飞赴西安，嘱所部将领服从中央命令。

乙、阎锡山、宋哲元等劝杨虎城服从中央命令。

１﹐１０（一一，二八）

甲、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到潼关（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刘伯承旋与顾会晤）。

乙、傅作义到平地泉视察。

丙、北平西单牌楼商场被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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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一一，二九）

甲、四川主席刘湘电何应钦请和平解决陕事。

乙、第二十七路军冯钦哉部与东北军在渭河北岸冲突。

丙、教育部改东北大学为国立，派臧启芳代理校长，本日到北平接收，被拒。

丁、英国出口信用担保局代表巴特里克到上海。

１﹐１２（一一，三０）

甲、红军徐海东部循西安向陕南蓝田、商南开动。

乙、傅作义到陶林检阅军队。

丙、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辞职，由贾德耀继任。

１﹐１３（一二，一）

甲、张学良自南京飞奉化（张被留于奉化）。

乙、西安派米春霖（西北剿匪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到京。

丙、苏州发生抗租风潮。

１﹐１４（一二，二）

甲、汪兆铭自欧回抵上海。

乙、军政部次长陈诚到太原与阎锡山商陕事。

丙、中央常会选任马良、王宠惠为国民政府委员。

丁、川黔铁路公司在上海成立。

１﹐１５（一二，三）

甲、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请入陕中央部队停止西进，盼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乙、刘湘二次通电主和平解决陕事。

丙、米春霖自南京飞回西安。

丁、北平师范大学左右两派学生互殴。

戊、川湘公路行通车礼。

１﹐１６（一二，四）

甲、杨虎城、于学忠等通电，请张学良返陕，处理善后。

乙、米春霖、鲍文樾、阎宝航（代表东北军）、李志刚（代表杨虎城）自西安飞抵南京（杨

虎城等要求张学良回陕，任为陕甘绥靖主任，杨为副主任，陕甘由张、杨部队及红军驻防，

自由训练，饷糈由中央供给，承认中共边区政府）。

丙、外交次长陈介谈中日外交谈判，暂不进行。

１﹐１７（一二，五）

甲、米春霖等飞赴奉化，谒蒋委员长（蒋准备必要时，武力解决杨虎城部）。

乙、中国青年党曾琦、李璜、左舜生到奉化。

１﹐１８（一二，六）

甲、汪兆铭自上海到京，即出席纪念周讲演，对外愿本两利原则与任何国携手，对内不许有

两种政府及军队，怀疑共产党共同御侮之表示。

乙、各地日本武官集天津会议。

丙、刘湘三次通电主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丁、陕西外侨今日完全离西安。

戊、内蒙德王自称蒙古政府主席，征集各旗壮丁。

１﹐１９（一二，七）

甲、中央军与杨虎城军在赤水接触。孔祥熙覆１﹐１６杨虎城电，拒其要求。

乙、宋哲元自北平到天津。

丙、宋子文自奉化到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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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一二，八）

甲、米春霖、鲍文樾、李志刚自南京回陕西，携蒋委员长致杨虎城亲笔函，命与顾祝同商洽。

西安将领澈夜会议。

乙、宋哲元发表告冀察同志书，（一）不参加内战，（二）保卫主权，（三）剿匪剿共。

丙、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宣言，要求中央立即实行和平协议的救国主张，召集国民救亡大会，

反对内战。

丁、宁夏青海将领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等通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戊、甘军马步青师攻克高台，毙红军第五军团长董振堂。徐向前、陈昌浩部三千余人西入祁

连山（三月，败于肃州安西，四月，入新疆）。

１﹐２１（一二，九）

甲、杨虎城代表李志刚又到南京，东北军态度强硬，米春霖等未同来。

乙、甘军马步青师克临泽，毙红军第三十军长程世材。

丙、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宴宋哲元，交换时局意见。

丁、北平日军演习完毕。

１﹐２２（一二，一０）

甲、顾祝同派刘震东自潼关到西安与东北将领接洽。

乙、红军徐海东部在陕西商县龙驹寨与中央军冲突。

丙、汪兆铭广播【怎样救亡图存】，呼吁全国民众，勿为共匪摇惑。

１﹐２３（一二，一一）

甲、蒋委员长限杨虎城等于两日内接受中央命令。

乙、何应钦派何辑五自南京到成都晤刘湘。

丙、日本广田内阁以军部压迫，总辞职。

１﹐２４（一二，一二）

甲、西安代表何柱国、米春霖、谢珂到潼关，晤顾祝同，谓杨虎城等愿接受命令。

乙、汪兆铭飞赴奉化，晤蒋委员长。

丙、中国哲学会在京开第三届年会，中国心理学会在京成立。

丁、日皇命宇垣一成组阁。

１﹐２５（一二，一三）

甲、中央对西安限期今午届满，展延三日。

乙、西安问题在潼关大体商定。

丙、成都破获【川滇康黔民族拥蒋援绥救国军】

组织。

１﹐２６（一二，一四）

甲、西安将领表示服从中央命令，双方军队后退。

乙、宋哲元访田代，商开发华北经济问题。

１﹐２７（一二，一五）

甲、汪兆铭自奉化回京。

乙、蒋委员长电劝张、杨两部，服从中央（张学良亦电其部属劝告）。

丙、宋哲元再与田代晤谈。

１﹐２８（一二，一六）

甲、刘湘电请蒋委员长返京主持大计。

乙、山西防共保卫团改编为陆军团。

丙、四川大饥，宜宾饥民抢劫米船，死伤多人（其它各县亦时发生抢米风潮）。

１﹐２９（一二，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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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陕军忽向渭北赤水增防，潼关至渭南西安电线复断，东北军要求张学良回陕。

乙、汪兆铭呈请国民政府特赦行刺本人各犯。

丙、日本宇垣一成以军部反对，放弃组阁，由林铣十郎继任。

１﹐３１（一二，一九）

甲、于学忠、邓宝珊自兰州飞抵西安，即与杨虎城下令撤兵。

乙、东北军代表米春霖、谢珂在潼关与顾祝同、陈诚等商谈。

丙、潼关组织之撤兵视察团出发。

２﹐１（一二，二０）

甲、张学良函劝所部，遵照中央命令撤防。

乙、汪兆铭在国府纪念周讲演，先安内，后攘外。

丙、上海香港间及南昌洛阳间电话通话。

丁、日本林铣十郎内阁成立（３﹐３以佐藤尚武为外务大臣）。

２﹐２（一二，二一）

甲、西安城内东北军少壮派特务团长孙铭九反对撤兵，枪杀军长王以哲、参谋长徐方（孙等

原主在张学良未返前，仍扣留中央大员陈诚等作质，王力持不可，及张被判罪看管，中央复

令东北军撤退，乃迁怒于王）

。

乙、陕西渭南张学良、杨虎城部全线向后撤退。

丙、驻陕西凤翔第一０六师长沈克、驻蒲城骑兵第十师长檀自新通电服从中央。

丁、蒋委员长自奉化到杭州。

２﹐３（一二，二二）

甲、中央政治会议准蒋中正续假二周。

乙、宋哲元代表戈定远到杭州，谒蒋委员长。

丙、西安乱平，孙铭九等走陕北。

２﹐４（一二，二三）中央军进抵渭南。

２﹐５（一二，二四）

甲、东北军及陕军自西安撤退，中央军到临潼。

乙、红军第二十五军徐海东退出商县，折返陕北。

丙、敌机二架飞绥远兴和侦察。

丁、宋哲元访天津日军司令田代。

２﹐６（一二，二五）杨虎城部开抵三原（红军彭德怀北退）。

２﹐７（一二，二六）

甲、中央军到西安附近，西潼间已通车。

乙、邓宝珊自西安飞抵南京。

２﹐８（一二，二七）

甲、中央军入驻西安。

乙、何应钦在中央纪念周报告陕西问题解决经过，及军事统一之必要。

２﹐９（一二，二八）

甲、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抵西安。

乙、日大使川越访外长张群。

２﹐１０（一二，二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国民政府及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

员第三次全体会议，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国内之行将统一，应将下列五事定为国策：一、

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努力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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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四项保证：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

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执

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周恩来到南京）。

２﹐１１（一，一）林主席七旬寿诞（中央致送奖学基金二十万元）。

２﹐１２（一，二）

甲、邓宝珊自杭州飞回西安，调解陕局。

乙、湖南省府主席何键到南京。

２﹐１３（一，三）前驻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在东京盛称中国之进步。

２﹐１４（一，四）

甲、蒋委员长自杭州回抵南京。

乙、东北军军长何柱国自西安到南京，杨虎城自三原回西安。

２﹐１５（一，五）

甲、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幕，推蒋中正、汪兆铭、戴传贤、王

法勤、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邹鲁、居正为主席团，叶楚伧为秘书长。宋庆龄提出恢复孙

中山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

乙、国民政府命令，恢复张学良公权。

丙、何柱国谒蒋委员长，商西北善后。

丁、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广西省府主席黄旭初到南京。

戊、察北张世英部千五百人反正，向万全集中。

己、日首相林铣十郎演说外交政策，主培植中日友好情感，理解彼此立场，使提携互助，具

体成功。

庚、中共发表文件，对党员解释２﹐１０电文之疑义，谓未放弃立场。

２﹐１６（一，六）

甲、三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大会，推定各组委员。

乙、何柱国自京赴浙江奉化，晤张学良。

丙、日本飞机又到额济纳旗（该处之日特务机关成立于去年九月）。

２﹐１７（一，七）

甲、三中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张群分别报告军事、外交。

乙、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陆军上将朱培德病卒。

丙、日本国会议员尾崎行雄责政府对华缺乏诚意，并责问对德缔约及军人干政。

２﹐１８（一，八）

甲、各地华侨献机二十八架，祝蒋委员长寿，今日举行命名典礼。

乙、何柱国自奉化回南京（明日飞回西安）。

丙、上海公益纱厂罢工。

丁、宋庆龄抨击日本及亲日派。

２﹐１９（一，九）

甲、蒋委员长向三中全会提出西安事变报告（昨日提），并请辞本兼各职。决议：（一）陕变

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不予置理；（二）恳切慰留蒋委员长。

乙、蒋委员长广播新生活运动的意义。

２﹐２０（一，一０）

甲、三中全会议决国民大会定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

乙、日驻屯军司令田代宴宋哲元，谈沧石铁路、龙烟铁矿事。

丙、中国地质学会在北平举行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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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一，一一）

甲、以【共产党人，输诚受命】，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一）彻底取消所谓【红军】

以及其它假借名目之武力，统一军令编制；（二）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一切破

坏统一之组织，统一政权；（三）根本停止赤化宣传；（四）根本停止阶级斗争。

乙、邵力子继任中央宣传部长。

丙、天津走私之日鲜浪人（亚东贸易公司）殴伤关员，捣毁海关仓库。

丁、成都至西安电话通话。

戊、铁道部与湘桂两省商定建筑湘桂铁路办法。

２﹐２２（一，一二）

甲、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发表宣言，对外维护主权，对内

和平统一，根绝赤祸，努力经济建设，消灭阶级斗争。

乙、蒋委员长发表谈话：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予以自新之路。

丙、东北军长何柱国在高陵向东北军将领说明时局真相。

丁、王树常、莫德惠过杭州赴奉化访张学良。

戊、西南民航公司【长庚】号机在广东三水失事坠河。

２﹐２３（一，一三）

甲、行政院决议：（一）改组陕西省政府，任命委员厅长，（二）特派李宗仁、白崇禧为第五

路军总副司令，李品仙为参谋长。

乙、南京各界追悼西安殉难烈士。

丙、两日轮在温州洋面互撞，【南进丸】沉没。

２﹐２４（一，一四）中央执行委员刘芦隐以与暗杀杨永泰案有关，在上海被捕。

２﹐２５（一，一五）

甲、中央委员张冲在陕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商洽，本日返京。

乙、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到京，东北军军师长吴克仁、周福成、李振唐等自西安过京，到

上海（即赴奉化晤张学良）。

丙、外交部长张群辞职。

丁、北平市长秦德纯谒蒋委员长。

２﹐２６（一，一六）

甲、中央委员张冲又自南京抵西安，邀周恩来等来南京。

乙、日本内阁（外、陆、海、藏四省）研讨对华政策，决先于经济及文化方面，进行积极交

涉。

２﹐２７（一，一七）

甲、北平市长秦德纯谈，冀察外交今后完全与中央一致。

乙、殷汝耕到天津运动组织各界防共委员会。

丙、伪满皇帝溥仪宣布【帝位继承法】（由溥仪男系子孙之男子永世继承）。

２﹐２８（一，一八）

甲、郑州日本特务机关案捕获之汉奸赵龙田枪决。

乙、杨虎城部开抵肤施（延安）附近。

３﹐１（一，一九）

甲、东北军师长吴克仁、李振唐、周福成、霍守义等到京，谒蒋委员长。

乙、第二批日军一千八百人自秦皇岛开驻平津。

３﹐２（一，二０）

甲、东北军开始自陕甘东调豫皖。

乙、孙蔚如等回西安。



- 1131 -

３﹐３（一，二一）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王宠惠任外交部长，（二）张群调为中政会秘书长（履行西安

条件，以张为亲日派），曾仲鸣副之，（三）俞飞鹏真除交通部长，（四）国葬公葬另行指定

墓地，不得于总理陵园界内造坟。

乙、杨虎城自三原返西安（杨在三原屡与共产党人员商洽）。

丙、佐藤尚武任日本外务省大臣。

３﹐４（一，二二）

甲、四川近日盛传刘湘将有军事行动，本日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宴各长官辟谣，并令拆除

城外工事。

乙、四川灾重，重庆冻饿死者两月来达二千八百七十人。

３﹐５（一，二三）

甲、许世英访日外相佐藤。

乙、上海西安间电话通话。

丙、蒋委员长批准五年内湘粤赣川滇黔铁路建筑计划。

丁、冯玉祥自京返安徽巢县原籍。

戊、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自上海返粤。

３﹐６（一，二四）

甲、日大使川越茂谒蒋委员长。

乙、特任徐永昌（山西清乡督办）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丙、派贺国光代理四川重庆行营主任。

丁、湘鄂赣粤四省物产展览会在广州开幕。

３﹐７（一，二五）新任外交部长王宠惠视事。

３﹐８（一，二六）

甲、外交部长王宠惠谈话，国家领土主权必须完整，国际关系必须以平等互惠为原则。

乙、日外相佐藤尚武在贵族院演说，外交须尊重对方，对华重新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

丙、华北日军参谋长桥本群到上海。

丁、蒋委员长到上海。

３﹐９（一，二七）

甲、行政院决议，嘉奖绥远抗战将领，阎锡山、傅作义叙一等宝鼎勋章，骑兵司令赵承绶二

等宝鼎勋章。

乙、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抵上海。

丙、蒋委员长抵庐山牯岭。

３﹐１０（一，二八）

甲、宋哲元返北平，谓在津与日司令田代会晤数次，中日经济合作自路矿入手，先修筑沧石

路，开采龙烟铁矿，但尚未作决定。

乙、甘肃主席于学忠自西安回兰州，结束省政。

丙、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各国使节。

３﹐１１（一，二九）

甲、日外相佐藤在众议院表示，仍不变更前内阁之对华政策（以３﹐８演说受右派指责）。

乙、中央推汪兆铭赴绥远致祭抗敌阵亡军民。

丙、沪西越界筑路区愚园路愚谷村因拒交房捐，工部局强行封锁，阻塞水电交通。

３﹐１２（一，三０）

甲、中国共产党宣言接受【根绝赤祸】四项决议，愿开始谈判（

一作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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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委员长捐款六万元，救济陕甘之东北民众。

丙、河北沧州走私韩人被缉私队枪击毙命。

丁、刘文辉自西康返川。

３﹐１３（二，一）汪兆铭自南京飞抵太原。

３﹐１４（二，二）

甲、蒋委员长自牯岭回抵南京。

乙、于学忠自兰州到西安。

丙、日本经济考察团由儿玉谦次率领到上海。

３﹐１５（二，三）

甲、绥远抗战阵亡军民追悼大会在大青山举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兆铭、太原绥靖公署主

任阎锡山均参加。

乙、日本经济考察团到南京。

丙、成渝铁路开工。

丁、各地举行中国童子军纪念节庆祝会。

３﹐１６（二，四）

甲、蒋院长招待日本经济考察团，说明东方精神特点，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希望

日本停止在华北活动。

乙、绥远举行阅兵典礼，汪兆铭主席有沈痛训话。

丙、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召开华北驻在武官会议。

３﹐１７（二，五）

甲、绥远蒙古政务委员会举行周年纪念会，汪兆铭、阎锡山演说，勖勉民族自救（汪、阎即

回太原）。

乙、东北军将士发表致西北同胞告别书。

丙、中日贸易协会在上海欢宴日本经济考察团，会长周作民致词，谓发展两国经济，须先解

消政治上之障碍。

丁、日武官喜多诚一到开封，访商震、刘峙。

３﹐１８（二，六）

甲、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偕四川主席刘湘代表邓汉祥到南京，商洽川局，解释谣诼。

乙、中日贸易会在上海开首次会议。

丙、汪兆铭回抵南京。

丁、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离兰州东开，由中央军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接防。

戊、河南旱灾极重，赈务委员长朱庆澜到汴调查。

己、英大使许阁森自汉口到广州。

３﹐２０（二，八）

甲、特派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为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海军部长陈绍

宽为副使。

乙、林主席自南京赴汉口。

丙、广东省府主席黄慕松病卒。

丁、上海走私日鲜浪人偷运铜元（约值万余元）

，殴伤海关关员七人。

戊、宋庆龄发表中国不亡论。

３﹐２１（二，九）

甲、江海关缉私人员宣言，希望日方自动处置走私浪人。

乙、禁烟总监蒋中正委派十四省市禁烟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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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中暹协会在南京成立。

３﹐２２（二，一０）

甲、林主席到武昌，即赴湖南。

乙、西藏大格西喜饶嘉错到上海（应聘讲学）。

丙、日武官喜多诚一到济南访韩复矩。

３﹐２３（二，一一）

甲、行政院决议：（一）任命吴铁城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二）以俞鸿钧代理上海市长，（三）

任陈庆云为中央航空学校校长。

乙、蒋委员长到杭州。

丙、日人在厦门偷运铜元，被截获。

３﹐２４（二，一二）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一）中央储备银行组织法，（二）卷烟加税。

乙、林主席到广州，官民热烈欢迎。

丙、上海日本走私浪人殴伤海关职员。

３﹐２５（二，一三）

甲、派翁文灏为参加英王加冕使团秘书长，曾溶甫、郭秉文、储昌年等为参赞。

乙、中央常会决议，以章嘉呼图克图为国民政府委员。

丙、天津厦门海关截获偷运大批铜元。

丁、蒋经国获斯大林许可，离莫斯科回国。

３﹐２６（二，一四）

甲、周作民、儿玉谦次分别发表声明，中日经济提携，决定各推代表共同研究联络金融业及

改进棉产二事。

乙、四川主席刘湘谈话，谓川谣不足凭信。

丙、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王到北平。

丁、京粤及京并长途电话通话。

戊、北平、天津日军演习以华军为假想敌。

３﹐２７（二，一五）

甲、加派驻英大使郭泰祺为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副使。

乙、儿玉谦次率领之日本经济考察团离沪返国，海关于其所乘之【上海丸】船上破获浪人私

运铜元五十余万枚。

３﹐２８（二，一六）

甲、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自西安飞抵上海。

乙、参谋总长程潜自南京飞汉口转赴桂林。军政部次长陈诚飞广州。

３﹐２９（二，一七）

甲、杨虎城、于学忠到杭州，谒蒋委员长。

乙、刘湘电请何应钦、张群入川。

丙、林主席在广州祭黄花冈烈士。

丁、前意大利财政部长史丹法尼到上海，应聘为财政部顾问。

３﹐３０（二，一八）

甲、行政院决议：（一）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二）派冯治安、邓哲熙、章士钊为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王克敏等辞）。

乙、于学忠赴奉化谒张学良。

丙、司法院长居正到北平视察。

丁、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率舰七十余艘抵青岛会操（４﹐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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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二，一九）

甲、实业部长吴鼎昌自京到成都，与刘湘商洽川事。

乙、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矩到杭州谒蒋委员长。

丙、日本议会被解散。

３﹐？延安前红四方面军军官谋反抗斗争张国焘，未成。

４﹐１（二，二０）

甲、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蒋院长再给病假二月，由外交部长王宠惠代理行政院长职务。

乙、蒋委员长到上海，送孔祥熙等赴英。

丙、李宗仁、白崇禧就任第五路军总、副司令职。

丁、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南京开幕。

戊、中国气象学会在南京开年会。

己、田代皖一郎到北平。

４﹐２（二，二一）

甲、孔祥熙、陈绍宽自上海启程赴英。

乙、杨虎城自上海回抵西安。

丙、全国气象会议在京开幕。

丁、伪满皇帝溥仪之弟溥杰与日本贵族女子嵯峨浩子结婚。

４﹐３（二，二二）

甲、蒋委员长返奉化原籍休养。

乙、四川经济建设分会成立。

４﹐４（二，二三）

甲、江苏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等七人提起

公诉。

乙、韩复矩自上海北返济南。

４﹐５（二，二四）

甲、外交部长王宠惠重申外交平等互惠原则。

乙、林主席离粤入湘，转赴桂林。

丙、京滇公路游览团自京出发。

丁、陕西、南京举行民族扫墓。

４﹐６（二，二五）

甲、代理行政院长王宠惠到院视事，以魏道明暂代院秘书长。

乙、实业部长吴鼎昌自成都回京。

丙、财政部拨四川赈灾款公债一百万元。

丁、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王到京。

戊、绥远主席傅作义到北平，访宋哲元。

４﹐７（二，二六）

甲、林主席到桂林，受隆重欢迎。

乙、日大使川越访外交部长王宠惠。

丙、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到成都。

４﹐８（二，二七）

甲、儿玉谦次向日外相佐藤报告来华经过。

乙、日海军大将大角岑生到上海检阅海军。

丙、平汉路在孝感撞车，死四人，伤六人。

４﹐９（二，二八）许世英访日大使川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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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二，二九）

甲、林主席离桂林北上（４﹐１２到长沙）。

乙、许世英谈，改善中日关系，须具互忍、互信、互助精神。

丙、国货联合营业公司在京举行创立会。

丁、财政部统计上半年受走私损失约一千三百万元，华北占八百万。

４﹐１１（三，一）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会议报告，中共仍保持其政策。

４﹐１２（三，二）

甲、第一军胡宗南部自甘肃开驻徐州。

乙、行政院决议，任命周炳琳为教育部常务次长。

４﹐１３（三，三）

甲、冯玉祥自南京赴奉化，访蒋委员长。

乙、四川万县大火，毁三千家。

４﹐１４（三，四）

甲、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到成都，与刘湘商川事六方案。

乙、各方要人集奉化，公祭蒋锡侯。

丙、重庆附近大火，焚千余家，万县大火再起。

４﹐１５（三，五）

甲、林主席经武汉到南昌。

乙、新任甘省主席朱绍良自陕到沪。

丙、日大使川越否认经济提携为推行国防计划。

丁、中共发表【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告全党同志书】申明党的

秘密与纪律，取得在民族革命中之领导地位。

４﹐１６（三，六）

甲、立法院修正国葬法，葬费定一万元。

乙、日本外、财、陆、海四大臣决定【对支实行策】，【北支指导方策】。

４﹐１７（三，七）

甲、林主席自江西返抵南京。

乙、重庆万县又大火，烧千余家。

４﹐１８（三，八）

甲、蒋委员长自奉化到杭州。蒋经国亦自俄抵杭州。

乙、天津交通银行经理徐柏园，南京金城银行副经理许宝华，在京杭国道余杭武康间被绑。

４﹐１９（三，九）

甲、日使川越访外交部长王宠惠辞行，王请其转达中国意旨。

乙、赈务委员长朱庆澜到重庆勘灾施赈（４﹐２１到成都）。

丙、刺汪兆铭、宋子文案由首都地方法院宣判，余立奎、张玉华、贺坡光三人处死刑，余六

人徒刑。

４﹐２０（三，一０）

甲、行政院决议，改组安徽省政府，以刘尚清任主席（刘东北籍，东北军大部移驻皖境）。

乙、蒋委员长自杭州到上海，入医院疗养。

丙、日本各报近日迭次发表对华挑衅消息，外交部训令驻日大使馆，有所指示。

丁、日外相佐藤、陆相杉山、海相米内讨论对华问题。

戊、华南米业公司成立，宋子文为董事长。

己、中共之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

４﹐２１（三，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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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驻陕甘之东北军东调完毕，第四十九军刘多荃、五十七军缪澄流部驻南阳周家口，第六

十七军吴克仁、五十一军于学忠部驻皖北。

乙、铁道部表示沧口铁路应由部主持办理，地方当局不能有所主张。

丙、中政会修正土地法原则。

４﹐２２（三，一二）中央常会通过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代表选举法（大会职权专在制定

宪法，选举法改正，代表名额增多）。

４﹐２３（三，一三）

甲、冀察国外旅行团由天津市长张自忠率领启程东渡赴日本。

乙、天津海关截获大批走私砂糖人造丝。

丙、日轮长崎丸到沪，抄出私货，日鲜人持械图劫，殴伤关员。

丁、中英滇缅南段勘界会议完毕（在云南老厂开会）。

戊、京滇公路游览团到贵阳。

己、第二届美术展览会闭幕。

４﹐２４（三，一四）魏宗瀚就任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职。

４﹐２５（三，一五）华北日本驻屯军开始演习。

４﹐２７（三，一七）

甲、行政院决议：（一）派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二）派王树常为豫皖绥靖副主任，（三）

派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四）以贺耀组代理甘肃省府主席，（五）设置豫皖苏三省驻军

整理委员会，以刘峙为主任，整理东北军。

乙、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呈请辞职。

丙、宋哲元到张家口视察（４﹐２９回平）。

丁、天津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主武装缉私。

４﹐２８（三，一八）

甲、日大使川越茂返国。

乙、义大使柯赉呈递国书。

４﹐２９（三，一九）

甲、京滇公路游览团到昆明。

乙、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在豫遇刺受伤，到沪就医。

４﹐３０（三，二０）

甲、蒋委员长准杨虎城辞职，并派出洋考察军事。

乙、蒋委员长自上海到杭州。

５﹐１（三，二一）

甲、英日在伦敦谈判中日问题。

乙、美总统罗斯福签署新中立法案。

丙、芬兰公使华尔槐纳呈递国书。

丁、周恩来发表【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

戊、陈云、滕代远抵星星峡，迎徐向前等七百余人去迪化。

５﹐２（三，二二）

甲、青岛驻防税警增加二营。

乙、绥远省府主席傅作义到平地泉视察。

５﹐３（三，二三）

甲、汪兆铭在中央纪念周报告，对日抗而不排。

乙、宋哲元赴天津，与日方续有接洽。

丙、新任驻美大使王正廷离上海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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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毛泽东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５

﹐８闭会）。

５﹐４（三，二四）

甲、各地学生纪念【五四】运动。

乙、日关东军司令植田在承德召开会议，策划进攻绥远。

５﹐６（三，二六）

甲、日关东军司令植田自承德飞察哈尔嘉卜寺，晤德王。

乙、行政院公布粮食调节办法。

丙、南京济南间长途电话通话。

５﹐７（三，二七）

甲、蒋委员长及汪兆铭到上海，商谈伦敦英日谈判事。

乙、驻美大使王正廷过日本，访晤日本外、陆两相。

丙、国府令西安绥靖公署裁撤。

丁、京滇公路游览团离昆明东返。

５﹐８（三，二八）

甲、日军一旅团增防热察边境。

乙、蒙古沙王离京北返。

５﹐９（三，二九）

甲、广西绥靖主任李宗仁发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计划。

乙、日关东军司令植田自察哈尔嘉卜寺飞返长春。

５﹐１０（四，一）

甲、天津日军司令田代召开军事会议。

乙、日本外、陆、海三相会商对华政策，川越茂报告中日关系。

５﹐１１（四，二）

甲、行政院决议任命薛岳代理贵州省府主席。

乙、宋哲元以对日问题困难，回山东乐陵原籍。

丙、朱庆澜到甘肃酒泉勘灾。

５﹐１２（四，三）

甲、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二十六年度国家概算十万万零六十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八元。

乙、太原二日人酒醉，留宿警察局（日报谓为排日事件）。

丙、傅作义到百灵庙视察。

丁、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自安徽移防江苏。

戊、京滇公路游览团在贵阳分两队入川桂。

己、英王乔治六世今日举行加冕典礼。

５﹐１３（四，四）

甲、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刘峙、于学忠、陈诚、何柱国、缪澄流等开始商谈东北军整理问题。

乙、天津走私日人殴辱海关人员及警长，架去二人（５﹐１５释放），强占小西门分卡。

５﹐１４（四，五）

甲、甘肃省府代主席贺耀组到兰州。

乙、绥远主席傅作义到锡拉穆楞召（大庙）视察（５﹐１６回省）。

５﹐１５（四，六）

甲、驻华日本武官喜多诚一到昆明。

乙、英大使许阁森访外交部长王宠惠，述英日谈话情形。

丙、孔祥熙、陈绍宽觐英王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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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武昌地方法院开审刘芦隐案（即刺杨永泰案）。

５﹐１６（四，七）内政部长蒋作宾到济南视察。

５﹐１７（四，八）

甲、蒋委员长自上海返南京。

乙、监察使周利生弹劾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不遵缉私命令。

丙、京滇游览团北路抵成都，南路抵桂林。

５﹐１８（四，九）

甲、蒋委员长召见旧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等。

乙、东北大学学生数百人反对新任校长臧启芳，要求释放张学良，拟入京请愿，盘踞北平车

站。

丙、重庆绅耆谒四川主席刘湘，询问谣言，刘谓绝对拥护中央，努力救灾。

丁、行政院决议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各厅长。

戊、日轮富岛丸在香港爆炸，死三十四人。

５﹐１９（四，一０）

甲、驻华日本武官喜多诚一自云南到成都，晤刘湘。

乙、旧东北军整理方案在京决定，刘峙、王树常返开封。

丙、中美无线电话正式通话。

５﹐２０（四，一一）

甲、孔祥熙与英外相艾登晤谈，艾登保证必尊重中国利益。

乙、刘湘发表谈话，解释川事，拥护中央。

丙、传刘湘扣留四川赈款，财政部去电查询。

丁、新疆南疆回麻木提，阿不都尼牙孜攻疏附，和阗之马虎山应之。

戊、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在京开幕。

５﹐２１（四，一二）

甲、孔祥熙与英财相张伯伦枢密大臣麦克唐纳晤谈。

乙、日内阁会议，商对英对华外交。

丙、华北日本领事会议。

丁、刘湘之代表刘航琛到京，解释川事。

５﹐２２（四，一三）

甲、汕头日领事馆职员青山清拒报户名，殴伤中国警察。

乙、内政部长蒋作宾到天津视察。

丙、宋哲元、韩复矩会于商河毛家寺。

丁、川省局势缓和，人心大定。

５﹐２３（四，一四）

甲、冯玉祥自南京到泰山。

乙、美国煤油大王洛克斐勒卒。

丙、京滇游览团南路在衡阳解散。

５﹐２４（四，一五）

甲、内政部长蒋作宾到北平视察。

乙、日本军舰向汕头开动。

丙、日本各报对汕头事件故作夸大宣传，并云中国对华北已开始变动之工作。

丁、京滇游览团在重庆被灾民包围，要求救济。

５﹐２５（四，一六）

甲、行政院通过四川省赈灾公债一千二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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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刘湘电京，接受整军方案。

丙、日大使馆及广州领事抗议汕头事件。

丁、韩复矩到泰山，谒冯玉祥。

戊、孔祥熙离英赴日内瓦。

己、刺唐有壬案凶犯二人被判死刑。

５﹐２６（四，一七）

甲、南京、泰山分别举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誓师纪念。

乙、日本内阁讨论汕头事件。

丙、华北日武官举行会议。

丁、天津日本浪人强占海关分卡。

５﹐２７（四，一八）

甲、蒋委员长自南京到庐山。

乙、日政府训令日代办二次向我提汕头案抗议。

丙、杨虎城自西安到上海（原定于月初离陕，后以故缓行，因之谣言颇多）。

５﹐２８（四，一九）于学忠、何柱国等到开封，出席豫皖苏三省整军会议。

５﹐２９（四，二０）

甲、行政院长蒋中正销假视事。

乙、冯玉祥到济南，当日返京（传云系晤宋哲元）。

丙、天津市长张自忠偕冀察国外旅行团自日本回抵北平。

５﹐３０（四，二一）

甲、孔祥熙、陈绍宽觐见意大利王。

乙、冯玉祥自济南返抵南京。

５﹐３１（四，二二）

甲、日本驻瑞士公使天羽到南京晤王宠惠。

乙、日本林铣十郎内阁总辞职。

６﹐１（四，二三）

甲、豫皖苏三省驻军整理委员会在开封开会。

乙、行政院决议驻比使馆升为大使馆。

丙、惠通公司与日本航空会社办理之天津东京间联航实行；中央电津制止，无效。

丁、华北日本领事在青岛开会。

戊、温溪造纸公司在上海开创立会。

己、日本近卫文●奉命组阁。

６﹐２（四，二四）

甲、察北崇礼、张北民众纷起自卫，袭占崇礼托拉盖庙伪警察所。

乙、日舰四艘到汕头，汕头市长抗议。

６﹐３（四，二五）

甲、中央常会通过以党歌为国歌。

乙、汕头事件调查竣事。

６﹐４（四，二六）

甲、蒋委员长谈话，集思广益，迈进建设，望全国专门家智识界与政府合作。

乙、中共代表周恩来到庐山晤蒋委员长，商国民大会代表问题。

丙、杨虎城、宋子文到庐山，谒蒋委员长，刘湘代表刘航琛亦到。

丁、察北武装民众，断绝张北、化德交通。

戊、日本近卫文●内阁成立，广田弘毅任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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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四，二七）

甲、刺杨永泰案宣判，刘芦隐处徒刑十年。

乙、日外相广田发表谈话，对华三原则已不适用，将力使外交脱离政争。

６﹐６（四，二八）绥远举行防空演习。

６﹐７（四，二九）

甲、内政部长蒋作宾自华北回京。

乙、冀察平津开始筹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６﹐１０成立总监督处）。

丙、日外相广田宣称，决从大处改善中日关系。

６﹐８（四，三０）

甲、川康军整理方案在庐山商妥。

乙、国军飞机一队飞绥东、绥北、绥西。

６﹐９（五，一）

甲、孔祥熙到柏林。

乙、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钱泰为首任驻比大使。

丙、上海面粉交易所发生风潮。

６﹐１０（五，二）

甲、上海纱布交易所发生风潮。

乙、广东省政府委员邹敏初（前任财政厅长）以操纵金融，蒋院长令解京讯办。

丙、交通部请制止惠通公司私运航空信件。

丁、南京贵阳间长途电话通话。

戊、刘峙到西安。

己、河北省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所成立。

６﹐１１（五，三）

甲、沈钧儒、王造时、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朴、史良案在苏州开审。

乙、实业部次长程天固到上海查办纱布交易所风潮。

丙、孔祥熙与德国航空部长戈林晤谈。

６﹐１２（五，四）刘湘代表卢作孚（四川建设厅长）到庐山，商洽川政及整军事宜。

６﹐１３（五，五）

甲、德国元首希特勒接见孔祥熙。

乙、上海筹募黔灾义赈会通过急救办法。

６﹐１４（五，六）四川省政府委员关吉玉携蒋委员长手函回成都，向刘湘报告。

６﹐１５（五，七）

甲、行政院决议：（一）通过灾荒根本救济办法，（二）专科以上之国立学校（如交通大学）

均归教育部管辖（除军警学校），（三）广东省政府委员邹敏初撤职查办。

乙、蒋委员长发表【暑假期间对于救国最有效力的工作是什么】。

丙、外交部向日使馆抗议惠通公司私运邮件。

丁、刘航琛到成都，向刘湘报告川康整军问题。

戊、财政部续拨陕甘青桂赈款各十万元。

己、日内阁通过日【满】一体经济方案，加强对【满】统制。

６﹐１６（五，八）

甲、孔祥熙自欧赴美。

乙、上海纱布交易所风潮解决。

６﹐１７（五，九）

甲、刘湘电蒋委员长，表示川康整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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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宋子文自上海到广州，整理粤省金融。

６﹐１８（五，一０）

甲、外交部长王宠惠答日记者，中日关系应基于互惠平等原则，第一步须先取消冀东伪组织。

乙、冯玉祥到庐山。

６﹐１９（五，一一）

甲、派宋哲元为国民大会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代表选举指导员。

乙、许世英谒蒋委员长商对日外交。

６﹐２０（五，一二）

甲、宋子文以财政部名义发表改革广东币制令，收回毫券，明年一律用国币。

乙、湖北省府主席黄绍竑到庐山，任训练总队长。

丙、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闭幕。

６﹐２１（五，一三）

甲、华北日军司令部成立临时作战课。

乙、军政部长何应钦说明整理军队之必要。

丙、孔祥熙抵纽约。

６﹐２２（五，一四）

甲、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川康军整理方案十一条电达川康绥靖主任刘湘，军队直隶中央，统一

经理。

乙、行政院决议撤销甘肃绥靖公署。

丙、日大使川越在东京谈话，无从速进行中日谈判之意。

丁、实业部长吴鼎昌亲到上海纱布交易所澈查纱市风潮。

戊、我国当选国际劳工会议理事。

６﹐２３（五，一五）

甲、汪兆铭、蒋中正柬邀各大学教授专家于七月十五日到牯岭谈话。

乙、实业部长吴鼎昌澈查上海面粉交易所风潮，非面粉厂家不得做买卖。

６﹐２４（五，一六）冀察政务委员会令冀察平津四省市亟速办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６﹐２５（五，一七）

甲、立法院通过：（一）二十六年度国家总预算案，（二）中央储备银行法，（三）军事征用

法。

乙、日使川越谈话，中国须认清日本生存与发展之权利及【满洲国】之生存与华北间之必然

的联系。

丙、英下院讨论远东问题，外相艾登声明决不牺牲中国之利益而与日本成立谅解。

丁、孔祥熙与纽约银行界讨论中国金融问题，成立初步协议。

戊、刘湘电蒋委员长及军政部何部长接受二十二日之整军方案。

６﹐２６（五，一八）

甲、外交界表示，英日谈判必须尊重中国主权领土及行政之完整，且必须事前征询中国之意

见。

乙、丰台日军七百余名在宛平县河套演习。

丙、广西绥靖主任李宗仁到广州，与宋子文商讨整理该省金融问题。

６﹐２７（五，一九）

甲、林主席自南京赴庐山。

乙、浙江、闽北大水成灾。

６﹐２８（五，二０）

甲、各省军政长官，及暑期受训之军官、县长、校长等相继到达庐山。



- 1142 -

乙、孔祥熙到华盛顿，与美国务卿赫尔、财长摩根索讨论财政商务问题。

丙、南京至北平、天津、青岛、保定之长途电话通话。

丁、关东军司令官、朝鲜总督、南满铁道总裁、华北屯驻军司令官在大连会议。

６﹐２９（五，二一）

甲、行政院决议，派何应钦为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祝同、刘湘副之，贺国光、

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孙震、徐源泉、夏斗寅、李家钰等十九人为委员。

乙、日大使川越茂自日本抵上海，谓调整国交尚非时机。

丙、宋子文、李宗仁到桂林，商整理桂币。

丁、前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离沪出国。

戊、财政部税务署长吴启鼎、苏浙皖统税局长盛升颐以投机操纵纱布交易，被免职扣押（人

心大快）。

６﹐３０（五，二二）

甲、美总统罗斯福延见孔祥熙。

乙、驻日大使许世英访日大使川越茂于上海。

丙、日伪军在黑龙江堪察加岛附近击沉俄炮舰一只（６﹐１９俄军占领堪察加岛）。

７﹐１（五，二三）宋子文自桂林飞抵庐山（明日回上海）。

７﹐２（五，二四）

甲、立法院通过妨害国币惩治条例，私运银币铜币或银类出口者处死刑或七年以上之徒刑。

乙、上海十四家丝厂女工万余人罢工。

７﹐３（五，二五）

甲、何应钦、顾祝同到庐山，商川康整军事。

乙、汪兆铭、王宠惠到庐山。

丙、天津捕获汉奸招兵犯。

丁、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对吴启鼎、盛升颐纱市投机案开侦察庭。

７﹐４（五，二六）

甲、庐山暑期训练团第一期开始，孙连仲、黄绍竑任总队长，胡宗南、吴奇伟等任大队长。

乙、苏俄飞机助盛世才，轰炸新疆阿克苏附近之马虎山部。

７﹐５（五，二七）

甲、军政部长何应钦及顾祝同到重庆，川康绥靖主任刘湘及各军长亦到。

乙、天津日军在独流一带演习。

丙、察北民军首领李庭芳攻张北不克。

丁、财政部禁止小麦出口，并恢复征收杂粮出口税。

７﹐６（五，二八）

甲、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开幕，何应钦报告整军之意义。

乙、连日热河及察北化德间运输极形忙碌。

丙、宁夏民政厅长李翰园到西蒙额济纳旗（７﹐５），即将日本之特务工作人员十余名送往

酒泉。

丁、行政院会议在庐山举行，决议厦门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亦改国立）。

戊、张元济（菊生）函大公报，主由法院严究上海纱布风潮操纵案（７﹐８胡适函该报响应）。

７﹐７（五，二九）

甲、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攻战，夜十一时借口搜查失踪哨兵，突攻宛平县城；我第二十九军第

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吉星文团奋起抵抗。

乙、唐山日军沿北宁路演习争夺战。

丙、中华工业联合会电请蒋委员长，澈查上海纱布交易操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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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六，一）

甲、日方要求我军自卢沟桥撤退，冲突再起，北平戒严，城门关闭。

乙、日军参谋和知、武官今井与北平市长秦德纯成立协议：一、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二、双

方出动部队各返原防，三、卢沟桥仍由中国军队驻守，宛平县城由石友三之保安队接防。

丙、日大使川越茂自上海赴青岛。

丁、天津日军向丰台及卢沟桥增兵。

戊、天津日军部派代表飞赴长春，商调关东军入关增援。

己、外交部向日使馆提出口头抗议（下午六时半）。

庚、驻日大使馆向日外务省口头抗议，要求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

辛、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俄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谈互不侵犯及互助协定。

壬、中国共产党通电主武装保卫华北，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进

攻。

癸、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电蒋委员长，严令第二十九军保

卫平津华北，红军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

子、冯玉祥电勉第二十九军将士为捍卫国家，勇敢奋斗。

丑、孔祥熙再晤美总统罗斯福及财长摩根索。

寅、诗人陈石遗（衍）在福州卒，年八十二岁。

７﹐９（六，二）

甲、晨二时起，卢沟桥停战，军队各返原地。

乙、日本阁议，决定对华态度。

丙、外交部长王宠惠自庐山飞返南京。

丁、庐山暑期训练补行开学典礼，蒋委员长出席训话。

戊、蒋委员长电宋哲元积极准备，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

己、蒋委员长命孙连仲部两师，庞炳勋部一师，高桂滋师向石家庄保定集中。

庚、川康整军会议闭幕。

辛、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代理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赴川）。

壬、北平中国教育学会年会决定不参加东京世界教育会议（因日本邀伪国参加）。

７﹐１０（六，三）

甲、晨二时半，卢沟桥日军复行进攻，包围宛平县城。丰台至北平路轨被日军拆毁。

乙、外交部向日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责日方违背八日协议，要求立即制止军事行动，即日

撤兵，并切实制止非法之驻军与演习。

丙、关东军自沈阳开抵山海关。

丁、蒋委员长以日人诡计，电令各军仍切实准备，并令宋哲元星夜赶筑国军防线工事。

戊、军政部长何应钦自重庆飞回南京。

己、孔祥熙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谈判结束，发布共同宣言，两国政府已成立协议，以中国

白银购美国黄金，实行货币合作。

庚、上海工商界领袖虞洽卿、穆湘玥、杜月笙谒蒋委员长，报告纱布交易风潮情形。

７﹐１１（六，四）

甲、卢沟桥中日军继续冲突，黄土坡亦有接触，北平西之八宝山有剧战。

乙、宋哲元自乐陵到天津，即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秘密议定三款条件：一、卢沟桥及其附

近之中国驻军实时撤退，改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二、中国方面道歉并惩罚责任者，三、实行

防共，彻底取缔抗日。

丙、外交部发表声明，卢沟桥事件转趋严重，责在日方，日如再误，远东将陷危险。驻日大

使馆再提抗议，请日方制止华北日军之违法背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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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到庐山，参加会议。

戊、何应钦召开作战方针及策略会议。

己、日本首相近卫文●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军队调动计划。外务省发表声明，华北事件应现

地解决。

庚、香月清司到天津，接任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

辛、宪政协会在上海成立。

７﹐１２（六，五）

甲、蒋委员长电令宋哲元本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促宋赴保定

指挥）。

乙、宋哲元发表谈话，谓能平即能和，盼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外交部发言人称，关于卢

沟桥事件任何解决办法，未经中央核准者，自属无效。

丙、日首相近卫召各界谈话，要求赞助政府政策。

丁、日参事官日高信六郎、陆军武官大城户、海军武官中原向外交部质询中央军向河北调动

情况，王宠惠主双方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军队撤回原地。

戊、驻日代办杨云竹正式向日外务省提出抗议。

己、卢沟桥驻军撤至长辛店及衡门口。

庚、平津交通今晨又恢复。

辛、公布军事征用法。

壬、英外相艾登告日大使吉田茂，及中国大使郭泰祺，希望华北事件勿扩大。另照会美国，

采取互相咨询办法。

癸、中美订立稳定货币协议（一作７﹐１４）

。

７﹐１３（六，六）

甲、蒋委员长电宋哲元，决心全力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

乙、日阁员全体出动，要求各界拥护政府之对华政策。

丙、大红门日军进袭南苑及永定门，被我军击退。

丁、近二日到天津之日兵车共十二列，飞机四十架。

戊、行政院各部长自庐山回京。

己、驻美大使王正廷访美国务卿赫尔。

７﹐１４（六，七）

甲、天津市长张自忠自北平返天津，据云我军已复员，日军则未尽撤退。齐燮元亦赴津，助

宋哲元进行和议。

乙、宋哲元派陈觉生、邓哲熙，继续与天津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等接洽。

丙、日使川越自青岛到天津，晤日军司令香月。

丁、日軍六百餘人自天津開至廊坊落 間與我軍衝突。北平永定门外及大红门亦有接触，日

机四架飞平侦察。

戊、日兵车到天津者已十六列。今日有一千五百人开丰台。

己、蒋委员长设置石家庄行营，派徐永昌为主任。

庚、孔祥熙离纽约赴英，发表对卢沟桥事件声明。

辛、日外务省声明，谢绝第三国对卢沟桥事件之调停。

７﹐１５（六，八）

甲、日本开地方长官紧急会议，首相近卫、陆相杉山讲演，力诋中国。

乙、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决定从日本内地派遣部队前往华北，自山海关西开兵车仍不绝。

丙、何应钦电宋哲元日军计划先消灭南苑我军，望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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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齐燮元、张自忠、陈觉生、张允荣仍在津进行谈判，日军司令香月晤宋哲元。

戊、驻日代办杨云竹访日外省，盼川越到南京谈判。

己、英大使许阁森到京晤王宠惠，询华北近况。

庚、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成立【陕甘宁三省边区政府】。

７﹐１６（六，九）

甲、外交部分致英美法义德苏等国备忘录，日本大军侵犯华北，破坏中国主权，违背九国公

约、非战公约，及国联盟约，如听其自由发展，不独扰乱东亚和平，且将影响世界其它各处，

中国将全力保卫疆土与国家尊荣，但亦准备以和平方法与日本解决争端。

乙、英、美两国分别对日发出照会，劝告勿扩大华北纠纷。

丙、美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并照会各国，申述美国对国际局势态度，主不使用武力，不干涉

内政，遵守条约。

丁、英大使许阁森及法、义使馆人员分别向外交部探询近势。

戊、庐山谈话会开始（张伯苓、蒋梦麟、胡适均到。中共代表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亦在

庐山，但未出席）。

己、蒋委员长电宋哲元等，７﹐１１协定绝不能了事，盼坚持到底。

庚、宋哲元与日方在津正式谈判（张自忠与桥本群）。

辛、驻日大使许世英离上海返任。

７﹐１７（六，一０）

甲、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谈话，申明解决卢沟桥事件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

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如宋哲元等，

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

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乙、日大使馆参事官日高向外部提出备忘录，要求实时停止一切挑衅言行，并不妨害现地当

局之实行解决条件（要求７﹐１９答复）。

丙、日武官大城户三治向军政部面致文书，责中国违反中日华北各项协议，派兵北上，日军

当采适宜处置，一切事态应由中国负责。

丁、日军占据天津西站。

戊、公布国民劳动法。

己、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一师进驻琉璃河，第三十二军商震部向石家庄集中。

庚、何应钦电宋哲元等，日本大举出兵，准备攻占北平，望勿为政治谈判所误，应作军事准

备，于北平、南苑、宛平集结兵力，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计。

７﹐１８（六，一一）

甲、蒋委员长电宋哲元，倭寇不重信义，勿受其欺。

乙、华北日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设司令部于丰台。

丙、日军又向宛平进攻。

丁、日飞机扫射平汉路顺德、安阳一带列车。

戊、宋哲元晤香月清司。

己、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离庐山。

７﹐１９（六，一二）

甲、蒋委员长告何应钦等，对日抗战，立意已定，对共党处置及战斗序列，应早注意。

乙、宋哲元自天津返抵北平。

丙、宋哲元之代表张自忠等与日方代表桥本群依据７﹐１１在天津订立之条件，中日双方在

北平成立第二次协议：一、排除妨害中日国交之人物，二、彻底弹压共产党，三、取缔排日

之机关团体及各种排日运动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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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外交部向日使馆致送备忘录，再度提议双方定期停止军事调动，并撤回原地，再由外交

途径解决。

戊、何应钦面告日武官喜多诚一，如日本将新近增调河北之军队撤退，中国亦可作同样行动。

７﹐２０（六，一三）

甲、蒋委员长自庐山回抵南京。

乙、日参事官日高两访王宠惠，主华北问题由地方当局交涉，并谈撤兵问题。王答以须由中

央办理，双方应同时停止军事行动，撤退军队，中国政府无时不望和平解决。

丙、驻日大使许世英访日本外相广田（许于昨日回任）。

丁、日军猛攻，宛平战事激烈。

戊、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华北事态恶化原因，由于南京政府阻碍现地协议，并派中央军北

上。

己、庐山谈话会结束。

７﹐２１（六，一四）

甲、卢沟桥我军撤退，由石友三之保安队接防。

乙、美国非正式向中日表示，愿事调停。

丙、英外相艾登在下院宣称，如华北局势继续不变，即不宜与日本进行合作谈判。

丁、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拥护蒋委员长抗战主张。

戊、冯玉祥谈卢沟桥事件全视日本有无悔悟，我国固希望和平，但断不容侵略事态之存续与

扩大，全国军民应团结一致，坚决奋斗。

己、宋庆龄、何香凝等筹组妇女援助抗战团体。

７﹐２２（六，一五）

甲、卢沟桥附近日军略事后撤。

乙、日机械化部队秘密向华北输送。

７﹐２３（六，一六）

甲、卢沟桥附近日军拒不撤退，我军亦返回原防。

乙、美国务卿赫尔接见中日大使，盼两国维持和平。

丙、英外相艾登告日大使吉田茂，盼卢沟桥事件和平解决。

丁、上海大批日侨返国。

戊、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告】，支持蒋委员长７﹐１７谈话。

７﹐２４（六，一七）

甲、蒋委员长接见英大使许阁森，指责日本屡次失信进攻。

乙、上海日本陆战队借口日兵失踪，布防闸北（翌日撤退）。

丙、日本近卫首相之赴华密使宫崎龙介在神户被宪兵拘捕。

丁、孙连仲部抵保定方顺桥、望都，庞炳勋部向沧县集中，第三十二军商震、第十师李默庵

部抵石家庄。

７﹐２５（六，一八）

甲、日军部决对中国采取膺惩行动。

乙、蒋委员长接见美大使约翰逊，告以东亚已入最危险关头，请美注意，作转危为安之计。

丙、德大使托德曼晤王宠惠，谓日已不愿第三国干涉，德不能调解。

丁、中日军在廊坊接触。

戊、庐山训练团第二期开学。

７﹐２６（六，一九）

甲、华北日军司令香月对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我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分别于二十七日午

前自卢沟桥、八宝山撤至长辛店，二十八日午前自北平西苑撤至永定河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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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日军攻占廊坊车站，我军第三十八师刘振山旅伤亡五百余人。

丙、日军袭击北平广安门。

丁、蒋委员长电伦敦孔祥熙，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

戊、蒋委员长接见德大使托德曼及法大使那齐雅，两大使均认日政府已为军人控制。

７﹐２７（六，二０）

甲、宋哲元拒绝昨日香月通牒，北平四郊战争发生。

乙、外交部发表谈话，指责日方不遵守其与北平地方当局议定办法，多方挑衅，蓄意扩大事

态，嗣后一切责任，应完全由日方负之。

丙、蒋委员长派刘斐（为章）赴广西，促白崇禧入京。

丁、蒋委员长接见义大使，声明为自卫生存而战，希望国际主持公道。

戊、日陆军大臣寺内要求国会对中国事变全力支持。外相广田演说指责近来中国之抗日精神，

希望中国切实履行本月十一日协议。

己、日本发表声明，对华北事变采自卫行动。

庚、日本内阁发布三个师团动员令。

辛、郭沫若自日本回抵上海（本年五月，当局以郭与西园寺有私交，已允郭回国）。

壬、英劝日本勿对中国用兵。

７﹐２８（六，二一）

甲、日军攻陷北平南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战殁，伤亡

二千余人，北苑黄寺亦被占领。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离北平赴保定。命张自忠代理冀察

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天津警察局长李文田代理市长。

乙、日军陷宛平及卢沟桥。

丙、我军一度克复廊坊丰台，以北平情势突变，复行退出。

丁、宋哲元通电，日军挑衅，我决尽力防卫（初，中央军北援，行至石家庄，为宋所阻，谓

恐事态扩大，至是始请前进）。

戊、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

７﹐２９（六，二二）

甲、北平失守，宋哲元军撤退。

乙、日本海军及第五师团进攻大沽、塘沽、天津。

丙、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部一旅长及天津保安队袭击敌军占领车站，发生激烈巷战，日

机肆行轰炸。

丁、通州保安队由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举义，袭击日人，俘伪冀东自治政府之殷汝耕

等，日人死者约一百八十名（翌日经北平西郊转往门头沟，殷汝耕逃）。

戊、我否认华北纠纷就地解决。

己、蒋委员长发表谈话，谓平津之役决非战事之结局，政府惟有发动整个计划，领导全国一

致奋斗，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与妥协屈服之理。

庚、汪兆铭演说【最后关头】，强调国人一齐牺牲，不留傀儡种子，无论通都大镇，荒村僻

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使敌人一无所得。

７﹐３０（六，二三）

甲、天津失守，我军退静河马厂。

乙、日机炸保定琉璃河。

丙、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约胡适等会谈，胡认对日外交路线不能断绝。

丁、江朝宗之北平治安会成立。

７﹐３１（六，二四）

甲、蒋委员长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谓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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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与倭寇死拼，复兴民族。本日，又约晤胡适、张伯苓、梅贻琦，旋召见高宗武（汪兆铭

亦召见高）。

乙、国府明令褒恤佟麟阁、赵登禹。

丙、日军占琉璃门，与孙连仲部对峙。

丁、释放全国各界救国会之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

８﹐１（六，二五）

甲、中国共产党以其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宣言送交中央（９﹐２２发表）。

乙、蒋委员长宴平津教育学术界领袖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宣示对日抗战方针，随时随

地抵抗，使日本战而不取。

丙、平津线日军侵入良乡。

丁、日机扰郑州，并炸平绥线南口。

戊、高凌霨之天津治安维持会成立。

８﹐２（六，二六）

甲、蒋委员长对庐山训练团讲话，平津失陷为战争开始，为奇耻大辱，绝无与敌谈和余地，

决不与敌两立。

乙、日机袭山东平原，并侦察泺口。

丙、天津日人及白俄捣毁苏俄领事馆。

８﹐３（六，二七）

甲、我援军刘戡、曾万锺、关麟征、万福麟等部约八个师陆续到达石家庄、保定、沧县。

乙、阎锡山、余汉谋、何键到南京。

丙、日机轰炸南口附近之中央军列车。

丁、宋哲元通电辞职，委冯治安代理第二十九军军长。

８﹐４（六，二八）

甲、白崇禧自广西到南京。

乙、天津日军占杨柳青。

丙、汪兆铭广播【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不掩饰，不推诿，不唱高调。

丁、谢冠生任司法行政部长。

戊、中英借款协定签订。

８﹐５（六，二九）

甲、蒋委员长发表告空军将士书，及时奋发，完成任务。

乙、日本议会通过拨付华北事件军费。

丙、新疆盛世才得俄军之助，败马虎山，占库车。

８﹐６（七，一）

甲、南京军事会议，于军事委员会内分置六部，黄绍竑等分任部长。

乙、蒋委员长派宋哲元、刘峙为第一、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命反攻平津（蒋兼第一战区司令

长官，宋、刘、韩复矩等均属之）。

丙、胡适劝蒋委员长，主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丁、日本下令撤退汉口侨民。

戊、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张自忠辞职，改由齐燮元、张允荣、张璧、贾德耀、李思浩

组织冀察地方参议会。

８﹐７（七，二）

甲、刘湘自四川抵南京。

乙、长江日军舰集中上海，汉口日侨完全撤退。

丙、日军大队进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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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外务省指示驻华大使川越以中日停战条件（划永定河以北为非武装地带，取消冀东自

治政府）。

８﹐８（七，三）

甲、日外务省电示川越中日国交全般调整案纲要（承认满洲国、中日防共协定等）。

乙、华北日军寺内寿一部铃木重康旅团开始进攻平绥铁路南口，与汤恩伯之第七三军王仲廉

师激战。

丙、蒋委员长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发动民众力量，与敌人拼命。

８﹐９（七，四）

甲、上海日海军中尉大山、一等兵斋藤擅欲进入虹桥军用飞机场，被保安队击毙，我保安队

士兵亦死一人。

乙、共军总司令朱德飞抵南京。

丙、龙云自云南抵南京。

８﹐１０（七，五）

甲、美驻日大使向日外务省表示美愿调解中日争端。

乙、平绥路日军占南口车站。

丙、行政院决定拆迁上海工厂。

丁、上海日本总领事向上海市长提出要求撤退驻沪保安队。

８﹐１１（七，六）

甲、上海日本总领事冈本再向俞鸿钧提出昨日之要求。

乙、一九三二年淞沪停战协议共同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冈本指责中国违反该项协议，俞鸿钧

严词驳斥，谓日军之背信行为，已将停战协议破毁无余，如日军调回，我保安队亦可撤退。

８﹐１２（七，七）

甲、中央常务会议通过设置最高国防会议，推蒋委员长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以军事委员会为

统帅部（中央常务会议已密授权于蒋委员长，出师上海）。

乙、沉船封锁江阴长江水道（９﹐２６二次沉船封锁）。

８﹐１３（七，八）

甲、上海战争揭幕（上午九时十五分），日海军及陆战队向吴淞江湾闸北我军进攻（全面抗

战开始）（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左翼军为陈诚、张治中，右翼军为张发奎），我军事当局宣

布封锁镇江下游江面（事先为行政院秘书黄浚泄于日方，长江日舰预行撤退）。

乙、上海市长俞鸿钧照会各国领事，请制止日军利用租界为根据地攻击我国军队，否则我军

被迫为采取自卫行动所发生之结果，不能负责。另声明我空军随时有轰炸日舰之可能，各国

军舰应远离日舰。

丙、日本内阁决定派遣陆军赴上海。

８﹐１４（七，九）

甲、日本飞机十三架自台湾袭杭州笕桥，被我空军第四驱逐大队长高志航等击落六架（中日

首次空战）

。

乙、上海我军猛烈攻击，我空军亦出动轰炸黄浦江日舰。

丙、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对日不宣战，但言自卫，政府不迁移，指派张群为秘书长。

丁、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实行自卫。

戊、外交部向各国声明日本违反国际条约，我决实行自卫权。

己、蒋委员长在南京接见朱德。

８﹐１５（七，一０）

甲、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日绝交，军事总动员，人民总动员，成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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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政府，抗日外交政策，战事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教育政策，肃清汉奸亲日

派，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乙、日机开始袭击南京，被我空军击落三架。

丙、上海各国领袖领事向俞鸿钧声明，如中日任何一方损及租界外侨生命财产时，有关方面

应负其责，并抗议中国飞机在租界上空飞行。俞鸿钧当予驳斥，严责各国纵任日人利用租界

为军事根据地，强调租界为我领土，租界上空为我领空。

丁、国防最高会议以蒋委员长为大元帅，组织大本营，设六部（

黄绍竑、徐永昌、白崇禧、陈诚、熊式辉、吴鼎昌分任部长）。

８﹐１６（七，一一）

甲、我空军炸伤黄浦江日海军旗舰【出云】号。

乙、日机四次袭南京，被击落二架。

８﹐１８（七，一三）

甲、设立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处。

乙、蒋委员长再发告抗战将士书，以持久战、消耗战制倭寇之速战速决，以逸待劳，以拙待

巧，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拼死抗战。

丙、英国提议中日军退出上海四周地带，各国向日本担保上海日侨安全，并向中国担保日方

不利用公共租界为根据地（８﹐１９日拒）。

８﹐１９（七，一四）

甲、外交部通知各国使领，所有各国在沪兵舰商轮应于十二小时内远离日舰停泊五海里外，

并再度声明日军如利用租界为作战根据或退避处所，我军将采取一切必要办法，要求各国应

使日舰驶出黄浦。

乙、我军两师向上海增防。

８﹐２０（七，一五）

甲、中央常会决议以蒋中正为陆海空军大元帅。

乙、蒋委员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平汉、津浦两线），辖第一集团军宋哲元，第二

集团军刘峙，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共约四十个师（九月，津浦线划为第六战区，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改为程潜）。

丙、日军突破长城神威台口，进攻张家口。

８﹐２１（七，一六）

甲、上海我军攻入虹口敌军阵地，迫近汇山码头。

乙、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８﹐２９公布。另有秘密口头声明文件，在中日关系未

恢复以前，苏联决不与日本缔立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亦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条约）。

丙、日军绕过南口右侧，进犯居庸关、怀来。

丁、孙连仲军与日军激战于良乡、房山，不利。

８﹐２２（七，一七）

甲、蒋委员长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辖三师：第一百十五师

长林彪，副聂荣臻，并兼政治委员；第一百二十师长贺龙，副萧克，政治委员关向应；第一

百二十九师长刘伯承，副徐向前，政治委员邓小平，按政治委员系中共所派）。

乙、日军三师团在川沙、狮子林、宝山同时登陆，犯罗店浏河之线，由松井石根大将指挥。

８﹐２３（七，一八）

甲、上海我军改取守势（时上海中央军总指挥张治中，左翼军〔

江防〕陈诚，右翼军〔浦东〕张发奎，总隶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顾祝同。日军总司

令永野修身，陆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海军长谷川清）。

乙、日军进攻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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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美国务卿赫尔为上海问题再度发表声明。

８﹐２４（七，一九）

甲、平绥线南口失守。

乙、上海左翼军陈诚部对宝山南犯日军猛攻。

丙、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军律】。

丁、前中共领袖陈独秀释放。

８﹐２５（七，二０）

甲、朱德、彭德怀通电就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副指挥职。

乙、日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宣布封锁长江口以南至汕头海岸。

丙、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举行，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张国

焘在会中发生争议）。

８﹐２６（七，二一）

甲、英大使许阁森自南京乘汽车赴上海，被日机扫射重伤。

乙、日机轰炸上海南站难民，死伤七百余人。

８﹐２７（七，二二）

甲、中央常会决议授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组织大本营，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并

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之。

乙、张家口失守，刘汝明军退口外。

丙、日机连袭南京四次。

８﹐２８（七，二三）

甲、上海左翼连日剧战，我军牺牲惨重，罗店不守（旋克复）。

乙、任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８﹐２９（七，二四）

甲、英国为许阁森被炸事向日本抗议，要求道歉，惩罚肇事者，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

（日９﹐２１覆，仅允道歉）。

乙、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公布（苏联军事顾问团由朱可夫率领，不久来华，十月空军志愿队到

达）。

８﹐３０（七，二五）

甲、中国向国际联盟陈述日军开衅经过，日本政府应负责任。

乙、蒋委员长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不另设大本营。

丙、国府下令征集国民兵。

８﹐３１（七，二六）

甲、蒋委员长告路透社记者，国际间对中日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必要。

乙、日军猛攻吴淞、江湾、闸北，沪战又复转剧。

９﹐１（七，二七）

甲、美驻日大使要求日本停止轰炸南京及中国不设防城市（英法亦有同样要求）。

乙、发行救国公债五万万元。

９﹐２（七，二八）日本改称华北事变为中国事变。

９﹐３（七，二九）日海军占领东沙群岛。

９﹐４（七，三０）伪【察南自治政府】成立于张家口，于品卿主之。

９﹐５（八，一）

甲、日海军扩大中国封锁区域，北起秦皇岛，南迄北海。

乙、杨杰、张冲过西安飞莫斯科。

９﹐６（八，二）共军实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四万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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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八，三）

甲、日军陷宝山。

乙、蒋委员长派胡适赴美，蒋方震赴德、义。

９﹐８（八，四）

甲、上海日军总攻击。

乙、胡适劝汪兆铭、高宗武勿太性急，勿太悲观（是晚胡离南京）。

９﹐９（八，五）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成立（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青年党曾

琦、李璜、左舜生，国社党张君劢、江庸、张东荪，国民党陈布雷、周佛海、陶希圣及傅斯

年等）。

９﹐１０（八，六）

甲、上海杨行阵地被日军突破，我军坚守罗店江湾之线。

乙、津浦线日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突破马厂，宋哲元部南退。

９﹐１１（八，七）

甲、军事委员会划津浦线为第六战区，任冯玉祥为司令长官，辖宋哲元等部。

乙、察境日军陷蔚县。

９﹐１２（八，八）

甲、我向国际联盟申请援用盟约处理中日问题。

乙、蒋委员长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长，项英为副军长，收编江南共军（是日陈毅到南昌）。

９﹐１３（八，九）日军陷山西大同。

９﹐１４（八，一０）

甲、日军板垣征四郎部自河北固安渡过永定河。

乙、日军陷晋北广灵，进向平型关（时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部已自陕西韩城开入山西，

集结平型关以西之大营镇）。

丙、美国禁止政府船只运载军需品前往日本及中国。

９﹐１５（八，一一）

甲、日机十一架轰炸石家庄及保定车站，损失颇大。

乙、日军陷河北固安。

丙、顾维钧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

国联决定交远东顾问委员会处理。

丁、浙赣铁路完成。

９﹐１６（八，一二）上海刘行罗店为日军突破，第一军胡宗南、第十八军罗卓英部损失惨

重。

９﹐１７（八，一三）

甲、日军土肥原三个师团突破我永定河、琉璃河、房山阵地，孙连仲部南退满城、完县。

乙、日军攻占河北永清，万福麟军冯占海师伤亡惨重。

丙、蒋委员长到昆山督师。

丁、上海我军坚守北站、江湾、庙行、朝王庙、罗店西南、双草墩之线（时日军为第一、第

三、第十一师团及第六、第八、第十六师团之一部，共十万人，战车二百余辆。我军为朱绍

良、薛岳等集团军）。

９﹐１８（八，一四）

甲、平汉线涿州失守，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被日军袭击，仅以身免。

乙、日军攻占河北固安。

９﹐１９（八，一五）

甲、平汉线日军突破徐水我军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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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日机三十架袭南京明故宫机场，被我空军击落七架，我损失二架。

９﹐２０（八，一六）日机五十架袭南京及苏州车站。

９﹐２１（八，一七）

甲、平汉线日军突破满城我军阵地。

乙、津浦线日军与庞炳勋部激战于姚官屯。

丙、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开会（９﹐２５日本拒绝参加）。

９﹐２２（八，一八）

甲、中国共产党团结御侮之宣言正式发表，（１）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

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２）取消一切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

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３）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

权之统一。（４）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

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乙、平汉线敌板垣征四郎侵入保定附近关麟征军阵地。

丙、伪【平津治安维持委员会】成立，高凌霨主之。

９﹐２３（八，一九）

甲、蒋委员长对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表谈话，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仰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

政府不问其过去如何，无不开诚接纳，使集中于国民党领导之下，一致努力。盼共产党真诚

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贡献能力于国家，以完成国民革命

之使命。

乙、日机炸沉【宁海】、【平海】两舰于江阴。

丙、河北敌陷大城。

９﹐２４（八，二０）

甲、保定失守，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南走。

乙、沧州失守，宋哲元、庞炳勋部全线撤退。

丙、上海我军左翼吴奇伟、叶肇军正面被突破，是夜后退至第二线预备阵地（广福镇至陈家

桥线）。

丁、诗人陈三立卒于北平。

９﹐２５（八，二一）

甲、晋北敌板垣师团（约四千人）再攻平型关，我第二战区副长官杨爱源及军长高桂滋、师

长林彪御之。

乙、日机九十四架袭南京。

９﹐２６（八，二二）

甲、杨爱源、林彪、高桂滋军大败日军于平型关，日军死伤二千余人。

乙、上海大场阵地失陷。

９﹐２７（八，二三）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决议谴责日本空军滥炸暴行（翌日复经大会通过）。

９﹐２８（八，二四）

甲、上海敌军第四次猛烈总攻开始。

乙、平汉线敌陷定县。

丙、国联大会通过谴责日本空军暴行，指派小组委员会处理。

９﹐２９（八，二五）

甲、晋北敌突破平型关，进向繁峙，我军朱德、高桂滋退五台山。

乙、平汉线敌陷新乐。

丙、津浦线敌陷泊头东光连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令副司令长官鹿锺麟自南皮进袭。

丁、李济琛宣言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拥护政府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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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０（八，二六）

甲、上海敌军突破我万桥严宅及陆桥防线，我军退守蕴藻滨南岸至浏河之线。

乙、自平型关南进之敌陷繁峙。

丙、韩复矩部一师到德州布防。

丁、蒋委员长任命孙连仲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原任刘峙免职）。

１０﹐１（八，二七）

甲、上海日军实行中央突破，左翼军王东原、罗霖师溃退，刘家行失守。

乙、津浦线鹿锺麟军袭占冯家口北霞口，迫泊头。

丙、日本首相及外、陆、海大臣决定【对支那事变处理要纲】，拒绝国联调解。

１０﹐２（八，二八）

甲、蒋委员长委任叶挺、项英为新编第四军正副军长（由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边区共

军编成，辖陈毅等四个支队）。

乙、卫立煌部自石家庄援晋北。

丙、上海我左翼军万耀煌军与敌激战于陈家桥一带，双方伤亡惨重。

丁、胡适与驻美大使王正廷晤罗斯福，报告中国战局，盼罗斯福放弃妥协思想；罗斯福嘱勿

悲观。

１０﹐３（八，二九）第六十一军长李服膺以在晋北天镇不战而退，被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

锡山正法。

１０﹐４（九，一）上海陈家桥连日激战。

１０﹐５（九，二）

甲、津浦线敌陷德州，第二四三旅冯其昌部一个团战殁。

乙、美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防疫隔离】演说，斥责侵略者。

丙、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建议（一）由国联大会召集九国公约会议，处理中日冲突。（二）

国联大会应对中国表示道义支持，避免足以妨碍中国抗战之行动。

丁、中央大学教职员全部离南京而去重庆。

１０﹐６（九，三）

甲、上海日军强渡蕴藻滨南岸，我军陷于苦战（时朱绍良任中央军总司令，代张治中）。

乙、平汉线之孙连仲、冯钦哉、曾万锺等军退守娘子关南北之线。

丙、国联大会接受１０﹐５远东顾问委员会之建议。

丁、美国务院宣称，日本在华行动不合国际关系原则，违反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之规律。同

意国联大会之报告。

１０﹐７（九，四）上海敌军（第三、第九师团）自蕴藻滨北岸强渡，与我军胡宗南部激战。

１０﹐８（九，五）

甲、杨森部川军加入上海战争（自贵州来）。

乙、平汉线敌陷正定。

丙、晋北敌陷崞县。

１０﹐９（九，六）

甲、上海敌军大队渡过蕴藻滨南岸。

乙、国联邀开九国公约会议。

１０﹐１０（九，七）

甲、蒋委员长发表国庆演说，决抗战到底，于持久苦斗中求得最后胜利。

乙、上海日军进攻第一军胡宗南之大场阵地，被阻。

丙、日军（板垣师团、河边旅团）猛攻山西原平，我姜玉贞旅长固守。

丁、石家庄失陷，滹沱河南岸我军后撤。



- 1155 -

１０﹐１１（九，八）

甲、上海敌军自蕴藻滨南岸猛攻大场。

乙、坚守晋北原平之旅长姜玉贞阵亡，所部仅余二百余人，原平失守（１０﹐３日军开始攻

原平）。

丙、日本第五次援军到上海。

丁、敌机轰炸广州、黄埔、虎门。

１０﹐１２（九，九）

甲、晋北我军卫立煌督王靖国、李默庵、刘茂恩三个兵团与敌军板垣（第五、第一、第十二

师团）于忻口开始激战。第八路军（共军）克复平型关。

乙、广西援军四师加入上海战场。

丙、新编第四军成立，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

丁、平汉线敌（第十四师团、第六师团）陷赵县、柏乡、元氏。

戊、津浦线韩复矩军退守鲁北徒骇河南岸。

己、罗斯福宣称九国公约会议目的在将中国纠纷作合意解决。

１０﹐１３（九，一０）

甲、津浦线敌我两军战于平原。

乙、绥远省城失陷，我军西退（主席傅作义在山西指挥）。

丙、我空军炸塘沽日军舰。

丁、苏俄红军助盛世才击溃南疆马虎山部（马走印度）。

１０﹐１４（九，一一）

甲、上海继续激战，我军有进展。

乙、敌军进攻井陉娘子关。

丙、敌陷高邑、赞皇，平汉线我军退内邱、顺德。

１０﹐１５（九，一二）

甲、比国邀请九国公约签字国于１０﹐３０在比京会议。

乙、平汉线敌陷顺德（邢台）。

丙、日机再炸广九路。

丁、伪【晋北自治政府】成立于大同，夏逆恭主之。

戊、俄飞机猛炸和阗，死伤二千余人。

己、英国各大学教授电教育部，谴责日机炸我文化机关。

１０﹐１６（九，一三）

甲、日军猛犯晋北忻口，我第九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长刘家麒、旅长郑廷珍等殉国。

乙、绥远敌陷包头。

丙、比利时政府发出九国公约会议邀请书。

１０﹐１７（九，一四）平汉线敌陷邯郸。

１０﹐１８（九，一五）

甲、晋东孙连仲、曾万锺部包围侵入旧关之敌第二十师团第七十七联队。

乙、平汉线敌陷磁县，我汤恩伯军团到安阳，布防漳河，吴克仁军到汤阴。

丙、上海我军编组攻击军三万人，由陈诚指挥。

丁、上海敌猛攻葛家牌楼，我军秦庆武团全部殉国。

戊、晋北我游击队（第一二０师）袭击雁门关之日本汽车队，克繁峙，另支克河北曲阳。

己、孔祥熙自欧洲回抵上海。

１０﹐１９（九，一六）

甲、上海我军韦云淞（桂军）、叶肇（粤军）等部向蕴藻滨南岸反攻，敌军亦同时进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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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激烈，我军伤亡甚巨。

乙、英与美商制裁日本问题。

１０﹐２０（九，一七）

甲、平汉线敌渡漳河。

乙、晋北我军再捷于忻口，歼敌机械化部队。

丙、晋北我游击队入河北，连克数县，迫保定。

１０﹐２１（九，一八）

甲、上海我军转取攻势，未能奏功。

乙、平汉线关麟征军自安阳反攻，击退漳河南岸之敌。

丙、德国驻日大使德克逊电德外部，日将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并盼德亦拒绝参加。日随

时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欢迎德国劝说南京政府寻取解决。

１０﹐２２（九，一九）

甲、上海我军（桂军）放弃陈家行阵地，第九十八师放弃广福阵地。

乙、派顾维钧、郭泰祺、钱泰为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代表。

丙、德外交部电驻华大使德将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并向中国说明原因，以日本如不参加，

该会议将无裨益，盼中日直接谈判，德愿斡旋。

１０﹐２３（九，二０）

甲、上海我军退至小顾宅、大场、新泾桥、唐家桥。

乙、平汉线漳河附近之敌退至武安邯郸附近。

１０﹐２４（九，二一）平汉线汤恩伯军团进至漳河南岸，与敌（第四师团）对峙。

１０﹐２５（九，二二）

甲、上海敌军突破我大场阵地，我军退苏州河南岸。

乙、晋东第一二九师与日激战于娘子关东南之七亘村。

１０﹐２６（九，二三）

甲、上海闸北我军撤退，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谢晋元团附率兵一营（八百人）守四行仓库（１

０﹐３０始奉令退）。

乙、日军占福建金门岛。

村，夺获马三百匹。 丙、敌陷娘子关，孙连仲等退平定，一二九师陈赓旅袭破日军辎

重队于娘子关东南之七

１０﹐２７（九，二四）

甲、日本正式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

乙、上海我军扼守真茹、南翔、嘉定线。

丙、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于归绥，（？

）王、德王为正副主席。

１０﹐２８（九，二五）

甲、蒋委员长在苏州召集各将领会议。

乙、我军退出真茹。

丙、德驻日大使电德外部，欢迎德国劝导中国政府与日本谈判。

１０﹐２９（九，二六）

甲、蒋委员长在国防最高会议报告【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

乙、德国谢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

丙、德大使托德曼晤外交次长陈介，转达德政府调停中日战争之意，并谓中国不当与俄国订

立互不侵犯条约，对俄政策应加修改。

１０﹐３０（九，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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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上海敌军渡过苏州河南岸，四行仓库守军奉命退入租界（被羁留）。

乙、晋东敌陷平定。

丙、张发奎代朱绍良为上海战区中央军总司令，刘建绪继任右翼军总司令。

丁、日外务省发言人称，如中国直接提出和平建议，日将不拒绝谈判。

戊、德外部电托德曼，目前德仅欲依日本愿望劝促中国政府与日谈判，不愿越出其传递地位

采进一步行动。

１０﹐３１（九，二八）托德曼电德外部，已在上海晤德驻日大使馆陆军武官奥特，得悉日

本参谋本部之和平条件，将设法由其本人或德国军事顾问团长福根豪森转达蒋委员长。

１１﹐１（九，二九）

甲、上海日军猛攻苏州河南岸我军阵地。

乙、晋北卫立煌部以晋东形势变化，自忻口退向太原。

丙、外交部驳斥日本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声明书。

丁、中俄第一次信用借款，计五千万美元，五年还本。

戊、英外相艾登在下院演说决与美国密切合作，以谋世界和平。

己、北京、清华、南开大学在长沙开课。

１１﹐２（九，三０）

甲、平汉线汤恩伯之第十三军自安阳援山西。

乙、晋东第一二九师袭击日军于昔阳黄崖底。日军伤亡数百。

丙、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向德国大使德克逊提出对华和平条件（１内蒙自治；２华北设非武装

地区，派一亲日之行政首长，并圆满解决对日矿产之让与；３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区，由国际

警察管制；４停止反日政策，包括修改教科书；５共同防共；６减低对日货物关税；７尊重

外侨权利。如中国拒绝以上要求，日本决继续作战，至中国完全崩溃，届时再提更苛刻之条

件）。

１１﹐３（一０，一）

甲、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据全公亭。另支在漕泾镇上岸。

乙、九国公约国在比京集会，中国代表顾维钧说明日本侵略中国事实。

丙、德外部电令托德曼将日本之和平条件通知蒋委员长，劝与日本开始谈判。

１１﹐４（一０，二）

甲、日军逼攻太原，阎锡山及省政府退临汾，留傅作义等守太原。

乙、上海日军渡过苏州河南岸。

丙、晋东第一一五师袭击日军于平定以西之松塔。

丁、德驻日大使德克逊将中国对于谈判之意见通知日本政府。

１１﹐５（一０，三）

甲、日军第六、第十八师团自杭州湾全公亭至金山咀大举登陆，北进，逼松江，威胁我右翼。

乙、平汉线日军陷安阳，商震、关麟征部退宝莲寺。

丙、河北敌陷南和、任县。

丁、德大使托德曼访蒋委员长及孔祥熙，转达日本和平条件（蒋委员长表示须先恢复７﹐７

前状态，方可进行谈判。如中国接受日本条件，将不为舆论所容而发生革命。日如继续作战，

中国亦不投降；如中国政府崩溃，共产党即将得势）。

１１﹐６（一０，四）

甲、德义日三国反共协定签字。

乙、九国公约会议致日申请书公布。

丙、蒋委员长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１０﹐１６？）。

丁、外交部否认中日进行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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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河北我军宋哲元部克成安。

１１﹐７（一０，五）

甲、德国驻日大使德克逊与广田谈中国政府之议和条件。

乙、比国驻日大使再请日本参加九国公约会议（１１﹐１２再拒）。

丙、北平伪【华北开发公司】成立。

丁、中共设置晋察冀边区司令部，以聂荣臻为司令（次年一月，成立晋察冀行政委员会于河

北阜平）。

１１﹐８（一０，六）

甲、吴克仁军援松江，为敌军击败，吴克仁死之。

乙、上海失守，苏州河以南阵地完全放弃。

丙、太原失守。

丁、日军陷河北任县。

戊、汤恩伯与刘伯承会于晋东榆社。

己、德驻日大使德克逊电德外部，主由德国军事顾问向蒋委员长陈述战争延长对于中国之不

利后果，以促其考虑和平。

１１﹐９（一０，七）

甲、敌陷松江，沪西浦东我军因受威胁，全线西退，秩序混乱。刘建绪集团军守乍浦嘉兴防

线。

乙、太原北门东门被攻破。

丙、新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自成都飞抵汉口（１１﹐１１到京）。

丁、出席比京九国公约会议之苏俄外长利瓦伊诺夫返国（１１﹐１０）。

戊、英首相张伯伦演说英美合作方能解决中日问题。

己、托德曼电德外部，德顾问福根豪森已向蒋委员长夫妇及孔祥熙、白崇禧指陈战局之严重，

并告孔祥熙，如战事延续，中国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即可在中国发生。

１１﹐１０（一０，八）

甲、自广阳前进之日军被一二九师阻击于土封林。

乙、敌军开始攻上海南市，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上海守军向吴福国防线撤退，以保管

堡垒之保长逃亡，部队混乱，纷退锡澄线。

丙、鲁北敌陷庆云。

１１﹐１１（一０，九）

甲、上海南市守军撤退，上海完全陷落。敌军突破青浦白鹤港之线，各部队秩序益乱。

乙、津浦线日军又开始南进，逼攻禹城，并陷惠民。黄河铁桥毁。

丙、河北敌陷大名，我第三十八师退卫河南岸。

丁、蒋委员长电告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代表顾维钧，决抗战到底。

戊、赴俄实业考察团副团长张冲电蒋委员长，谓俄国防部长伏洛希洛夫称，中国对日战争如

到生死关头，俄必出兵，决不坐视（杨杰曾询苏俄能否参战）。

１１﹐１２（一０，一０）

甲、日本再拒九国公约会议邀请，拒绝参加。

乙、上海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发表谈话，日本已成上海之主人翁，必要时可对租界采任何行

动。

丙、毛泽东讲演【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谓国民党为【片面抗战】，不能

持久。

１１﹐１３（一０，一一）

甲、九国公约会议，顾维钧演说，请各国停止对日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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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敌陷苏州平望。

丙、日舰入长江，向福山开炮。

丁、鲁北敌陷济阳。

１１﹐１４（一０，一二）

甲、敌陷浙江嘉善。

乙、中央改调川军刘湘部分自汉口河南东开。

丙、日机大举轰炸苏州。

１１﹐１５（一０，一三）

甲、东战场我军退出太仓嘉定（敌由白茆口登陆）。

乙、津浦线我军毁黄河铁桥，退守黄河南岸。

丙、冯玉祥函劝韩复矩及时反攻，本日韩电覆努力自 。

丁、九国公约会议通过谴责日本宣言书，声明于必要时当考虑应采之共同态度（义反对）。

戊、中国特使陈公博晤义外长齐亚诺。

１１﹐１６（一０，一四）

甲、国防会议决议迁都重庆，林主席晚即乘舰西上。

乙、昆山失守，我军退守以苏嘉铁路为中心之防线。

１１﹐１７（一０，一五）

甲、日皇批准设立大本营（昨日阁议通过）。

乙、太原敌军开始北移，别有企图。

丙、国府任命（一）钮永建为铨叙部长，（二）

蒋鼎文为西安行营主任，（三）陈仪兼驻闽绥靖主任。

１１﹐１８（一０，一六）

甲、浙江嘉兴陷落，敌军继续西侵。

乙、日军陷山东烟台。

１１﹐１９（一０，一七）

甲、陈公博晤义相墨索里尼，并交蒋委员长函。

乙、英枢密大臣哈里法克斯与德元首希特勒开始晤谈。

１１﹐２０（一０，一八）

甲、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移驻重庆，决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最持久之战斗（今后十个月，

军政重心实在武汉）。

乙、改组湘鄂皖黔四省政府，以张治中、何成浚、蒋作宾、吴鼎昌分任主席。何键任内政部

长，程天固代实业部长。

丙、日本大本营正式成立。

丁、敌陷苏州（闻东北军刘多荃部变溃），吴县福山防线不守。敌陷吴兴南浔。

１１﹐２１（一０，一九）

甲、我军放弃浙江吴兴，退长兴。

乙、各国使领及中央部院要人多离京西上。

丙、日特使大仓喜七郎谒义相墨索里尼，呈近卫文●函。

丁、上海日司令松井向租界工部局要求五事：取缔反日言论，解散国民党一切组织，监视中

国官吏行动，检查邮电（工部局大都接受）。

戊、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自兰州接受飞机，过周家口加油，遭日机偷袭遇难。

１１﹐２２（一０，二０）

甲、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于归绥（明年７﹐１９扩大组织，设六部）。

乙、九国公约会议，顾维钧发表沈痛演说，提出严重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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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日机在南京投函，劝蒋委员长共同反共。

１１﹐２３（一０，二一）

甲、汪兆铭、孙科相继到汉口。

乙、蒋委员长到常州，召集前方将领训话。

１１﹐２４（一０，二二）

甲、九国公约会议通过二次宣言及报告书，即宣告延会。

乙、国府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丙、钱塘江桥炸毁。

丁、大批敌机犯粤，粤汉路客货车被炸。

１１﹐２５（一０，二三）

甲、无锡失守，锡澄线放弃。

乙、蒋委员长在南京招待外国记者，说明政府坚持抗战到底。

丙、我军退出浙江长兴。

丁、山西太谷、平遥、介休等县敌军撤退。

１１﹐２６（一０，二四）

甲、国府林主席到重庆。

乙、江阴及宜兴激战。

丙、立法院长孙科自汉口飞香港（１２﹐１２回汉）。

丁、改组苏浙两省政府，以顾祝同、黄绍竑分任主席（代陈果夫、朱家骅）。

１１﹐２７（一０，二五）

甲、德国大使托德曼访孔祥熙于汉口，调停中日问题（１１﹐２８之前广田复告德驻日大使，

望于短期内发动中日和平条例，由德国参加）。

乙、晋南我军收复平遥。

丙、伪【河南省自治政府】成立于安阳，萧瑞宣为主席。

１１﹐２８（一０，二六）

甲、蒋委员长指示南京战略，盼能固守两周以上。

乙、上海敌军派人监督海关收税部。

丙、广东台山上川岛为日军所占。

１１﹐２９（一０，二七）

甲、德大使托德曼访外交部长王宠惠，说明德国调停中日争端与日方接洽经过及条件。

乙、意大利承认伪【满洲国】。

丙、敌军陷广德。

丁、敌军陷宜兴、武进（１２﹐１）。

１１﹐３０（一０，二八）

甲、敌军陷溧阳。

乙、敌海陆空军猛攻江阴要塞。【逸仙】【建康】【楚有】等舰均被炸沉（各舰均由陈季良指

挥）。

丙、敌军陷广德，师长饶国华阵亡。

丁、德国大使托德曼说张嘉璈劝蒋委员长与日本议和。

戊、英法外长谈话，维护远东原有权益。

己、美向日抗议其扰乱上海关政。

１２﹐１（一０，二九）

甲、德大使托德曼自汉口赴京，再度调解战事（１２﹐５回汉）。

乙、中国特使蒋方震访德航空部长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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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我军（川军）克复广德（翌日又失）。

丁、日本警告外国船舰不得航行京沪之间。

戊、班禅卒于青海玉树，年五十五。

己、杨虎城自法国回抵武昌。

１２﹐２（一０，三０）

甲、德大使托德曼谒蒋委员长调停中日战事，蒋委员长表示接受，惟华北主权完整与行政独

立，必须维持到底，日方立即停战，在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间之协约，并声明决不

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托德曼允由希特勒向双方建议停止敌对行动，并对初步谈判保守秘密。

乙、江阴陷落，要塞不守。

丙、敌机炸南京，被我军击落四架（俄援飞机参战）。

丁、徐源泉军自湖北到南京。

戊、英外相艾登在国会声明国际间无力制裁日本。

１２﹐３（一一，一）

甲、我军退出丹阳。

乙、日军游行上海租界，被人投弹，形势严重。

丙、德驻日大使德克逊电德外部，日本参谋本部盼速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并望由希特勒率

先发动，俾中国同意与日本直接谈和。

１２﹐４（一一，二）

甲、蒋委员长电令军政长官严厉惩处贪污不法。

又勖勉公务员摒绝逸乐。

乙、德外长牛拉特电令德驻日大使将托德曼与蒋委员长晤谈经过照会日本政府，俾明确了解

日本是否愿于此一基础上进行谈判。如得日本承诺，德再回中国取得类似承诺，然后由希特

勒提出恢复和平状态建议。

丙、敌军（第六、第九、第十二、第五师团）陷句容秣陵关。

丁、上海两租界允日军通过。

戊、陈济棠捐款七百万元，国府褒奖。

己、敌机袭兰州。

１２﹐５（一一，三）

甲、共产党之冀察晋边区政府成立，设于河北阜平。

乙、敌机炸芜湖，英德和大通二轮被毁。

丙、我军再克广德。

丁、伪上海【大道市政府】成立。

戊、武汉大学停课。

己、外交次长陈介通知托德曼，在任何情形之下，中国不当认日方条件为最后通牒。

１２﹐６（一一，四）

甲、敌军进犯南京东之汤山，大批敌机轰炸淳化镇。

乙、罗卓英任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

丙、蒋委员长电令战区地方长官见危奋志，尽职守土。

１２﹐７（一一，五）

甲、敌军逼攻南京，进至麒麟门。

乙、蒋委员长离南京，飞抵江西星子。

丙、德驻日大使德克逊将１２﹐２蒋委员长主张转告广田。广田表示１１﹐２条件要点需进

一步加以明确（德大使即电德外部，日方谈判要点，势必扩大）。

１２﹐８（一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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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南京附近之淳化镇、龙潭、汤山、牛首山失守。

乙、皖南敌军自广德陷宣城。

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离南京。

１２﹐９（一一，七）

甲、日军二千余攻占南京光华门外飞机场及紫金山某高地。敌司令松井石根向卫戍司令长官

唐生智劝告交出南京。

乙、皖南敌军陷芜湖。

丙、日枢密院议员石井菊次郎晤英外相艾登。

１２﹐１０（一一，八）

甲、日军总攻南京，我军坚拒，自光华门冲入之一队，被消灭。

乙、伪【山西省自治政府】成立于太原。

丙、德外长牛拉特电德驻日大使德克逊，如日本向中国提出屈辱、不得接受之要求，即不拟

转递中国。

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１２﹐１３完毕）。

１２﹐１１（一一，九）

甲、镇江失陷，南京近城战事激烈。

乙、敌军一部自宣城迫当涂。

丙、意大利退出国际联盟。

丁、日海军大将末次信正谈话，为中国问题不惜与英一战。

１２﹐１２（一一，一０）

甲、敌猛攻南京光华门、和平门，雨花台失守，卫戍司令唐生智出城渡江北去。

乙、敌机炸南京，并对芜湖英舰（蟋蟀号、蟑螂号、瓢虫号）及商轮投弹。

丙、美国军舰【巴纳】号在南京附近被日本飞机炸沈。美孚公司油船三艘亦被炸沈。

１２﹐１３（一一，一一）

甲、日军陷南京，蒋委员长发表宣言，决继续抗战。

乙、美政府为【巴纳】号案向日提抗议，并由总统罗斯福直接致书日皇。

丙、托德曼电德外部，孙科曾拟赴俄国，商缔结同盟。今日张群告以中国青年亲俄情绪日增，

此时日本提出屈辱条件，中国政府不能接受，否则将被推翻，而落入俄国之手。

１２﹐１４（一一，一二）

甲、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设议政、行政、司法三委员会，由汤尔和、王克

敏、董康、齐燮元、王揖唐、朱深诸逆主之。

乙、日军渡过江北，占浦口、江浦、扬州。

丙、蒋委员长自江西星子抵武昌。

１２﹐１５（一一，一三）

甲、英政府为炮舰商船被炸案，向日提强硬抗议。

乙、日外相广田照覆美使，对巴纳号案道歉，并允赔偿。

丙、上海大公报和申报因日方压迫，停刊。

１２﹐１６（一一，一四）

甲、蒋委员长发表告全国国民书，抗战不屈，抱最后胜利信心，不问国际形势，惟先尽其在

我。

乙、日本惩办【巴纳】舰案负责人员，撤回上海空军司令，竭力敷衍美国。

丙、日军连日在南京屠杀约六万人。

丁、日内阁会议，决延长对华战争。

１２﹐１７（一一，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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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平汉线我军退汲县。

乙、蒋委员长在武昌召军政首长谈话，谓日军占南京，即其失败之兆，此后深入内地，困难

更多，勉大家多负责任，同甘苦，同生死，同患难。

１２﹐１８（一一，一六）

甲、青岛各港实行沉船封锁。

乙、美国对巴纳号案再向日发出抗议。

丙、蒋委员长命张嘉璈非正式通知德国大使托德曼，无法接受日本条件。

１２﹐１９（一一，一七）

甲、青岛日本纱厂被毁。

乙、浙江敌攻菁山市，杭州形势渐紧。

丙、渡江敌军分循运河、津浦路、淮南路北犯，东路占仙女庵，中路陷滁州。

丁、敌机袭梧州，并炸广九路。

戊、第一二九师袭击晋北阳明堡之日本飞机场，毁飞机二十余架。

１２﹐２０（一一，一八）

甲、今日起，封锁马当山。

乙、教导总队及粤军败日军第十八师团于芜湖之东。

丙、国民政府宣言否认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组织，并通缉附敌汉奸。

丁、陇海铁路通至宝鸡。

戊、英以卡尔继许阁森为驻华大使。

己、驻朝鲜京城总领事范汉生到天津附逆。

１２﹐２１（一一，一九）

甲、浙北敌我两军仍在菁山激战。

乙、英内阁商派遣军舰来远东问题。

丙、美共和党上届总统候选人蓝敦电罗斯福，愿为后盾。

１２﹐２２（一一，二０）

甲、杭州张发奎、刘建绪军南撤。

乙、山东黄河北岸敌军谋偷渡黄河。

丙、封锁马当江面。

丁、上海敌军连日离沪北去者约三万人。

戊、英首相张伯伦在下院演说远东情势，谓对国际义务非不关心。外相艾登宣布外交政策三

原则，决与其它列强分担国际上应负之义务，保护英之权利。

己、广田以日本和平四条件交德大使德克逊，１。中国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并与日满共

同防共；２。在必要地区划为不驻兵区，成立特殊组织；３。中日满经济合作；４。赔款。

谈判期间不停战，由中国派员至指定地点直接交涉，并望本年底答复（德大使以其远超出１

１﹐２条件，中国政府绝无法接受。广田云由于军事局势改变，不可能有其它方案）。

庚、公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

１２﹐２３（一一，二一）

甲、敌军陷余杭，进犯杭州，迫笕桥。

乙、鲁北之敌自济阳青城间清河镇渡过黄河。

丙、青岛市长沈鸿烈下令炸毁日本纱厂九个，胶皮厂二个。

丁、伪【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陶锡山为委员长。

１２﹐２４（一一，二二）

甲、敌军陷杭州。

乙、西人消息，敌在南京屠杀四十岁以下男子达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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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广东大鹏湾又来敌舰六艘。

丁、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矩自济南退泰安。

戊、伪【新民会】成立于北平，王克敏为会长。

己、德外长牛拉特电令托德曼将１２﹐２２日方条件通知中国政府。

１２﹐２５（一一，二三）

甲、日军陷浙江富阳。

乙、鲁北渡河之敌与我军激战于小清河北岸，周村不守。

丙、日外相广田照覆美国，对【巴纳】号案否认预谋。

丁、熊希龄卒于香港，年七十一岁。

戊、陈公博及驻法大使顾维钧邀驻英大使郭泰祺、驻德大使程天放、驻比公使钱泰及李煜瀛、

蒋方震、张彭春等会于巴黎（１２﹐２８闭会。驻义大使刘文岛已返国，由沈祖同代表参加。

又郭秉文、谢寿康、吴玉章、杨光泩亦参加。陈公博奉命到意大利与义外长齐亚诺接洽，希

望以武器援助，不得要领）。

己、中共宣言拥护蒋委员长贯彻抗战到底主张。

１２﹐２６（一一，二四）

甲、德大使托德曼以１２﹐２２日本议和条件递交孔祥熙与蒋夫人（１２﹐２７以副本交外

交部长王宠惠，时蒋委员长卧病）。

乙、美国接受日本道歉及保证，巴纳舰案告一段落。

丙、日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宣布封锁青岛。山东敌自周村分向潍县博山前进。

丁、新任驻华苏联大使奥莱尔斯基经兰州到汉口。

戊、军事委员会第六部（宣传）颁布【吾人应有的主张和努力的途径】二十一条。

１２﹐２７（一一，二五）敌军陷济南，胶济路潍县激战。

１２﹐２８（一一，二六）

甲、日外相广田答复英国炸舰案抗议，谓非故意，英不满。

乙、上海日军司令松井石根谈话，如国民政府将继续支持反日态度，将否认国民政府，攻取

汉口、重庆。

丙、南京华人被日军屠杀者约十五万余人。

１２﹐２９（一一，二七）

甲、浙江我军反攻，克富阳，逼杭州。皖南克广德。

乙、蒋委员长与汪兆铭、于右任、居正等谈抗战方略，拒绝日本和平条款。

丙、孙科离香港赴苏俄（１９３８﹐５﹐１７到莫斯科）。

丁、苏俄拘捕海参崴华侨约四千人。

戊、敌机狂炸广九及粤汉路。

己、伪济南治安维持会成立。

庚、美总统罗斯福颁布命令，加紧造舰。

辛、德外部电德驻日大使，命提醒日本，中国政府力谋取得俄国援助，一旦中国赤化将引起

危险，盼尽速恢复中国正常情况。

１２﹐３０（一一，二八）

甲、我军连日炸毁青岛日工厂及我之船坞、电报局、电台、电厂、海底电线。

乙、天津电报局停业。

丙、在上海参加伪组织之陆伯鸿（电气公司总经理）被暗杀。

丁、德国军事顾问团长福根豪森告德大使托德曼，如中国军事部署正确，士气恢复，弹药充

足，可再进行六个月战争（陶不以为然，即将秘密情况告福，勿令中国估计过高，态度转强，

致碍和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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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蒋委员长电斯大林，促苏俄履行参战诺言。

己、蒋委员长决定改组行政院，军事委员会下设军政、军令、军训、民训及后方勤务部。

１２﹐３１（一一，二九）

甲、韩复矩部弃泰安（敌自博山莱芜来犯）。

乙、青岛弃守，市长沈鸿烈率队退诸城、沂水，各机关多自动炸毁。

丙、国防参议会（８﹐２０成立）扩充名额为七十五人。

丁、英国接受日本之答复。

戊、阎锡山自山西到汉口。

己、斯大林及苏俄国防部长伏洛希洛夫电覆蒋委员长，谓时机未至，不便即对日出兵，并称

出兵须经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该会议当在二个月内举行，在此期间，决以技术援助中国，

对于德国调停，应以撤回日军，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为和平条件。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３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

１﹐１（一一，三○）

甲、行政院改组，蒋委员长辞院长兼职，由孔祥熙升任院长，张群任副院长，陈立夫代王世

杰为教育部长，铁道部并入交通部，张嘉璈为部长，实业部改为经济部，经济委员会、资源

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并入，翁文灏为部长，海军部裁撤。蒙藏委员会、卫生署并入内政部，

侨务委员会并入外交部（上月军事委员会亦改组，何应钦代程潜为参谋总长，仍兼军政部长，

白崇禧仍任副参谋总长，并兼军训部长，徐永昌为军令部长，陈诚为政治部长，俞飞鹏任后

方勤务部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二战区阎锡山，三战区顾祝同，四战区何应钦，五战

区李宗仁，七战区刘湘，八战区蒋兼，朱绍良副之，兵力约二百三十师）。

乙、北平伪组织诸逆就职，高逆凌霨任河北省长。

丙、上海各处发现炸弹，汉奸匿迹，伪组织暂难实现。

丁、伪杭州治安维持会成立。

１﹐２（一二，一）

甲、韩复矩部放弃大汶口南驿。

乙、刘建绪军反攻杭州，逼近六和塔。

丙、我空军飞杭州轰炸。日机十四架炸南昌。

丁、广州附近遭猛烈空袭。

１﹐３（一二，二）

甲、美总统罗斯福将蒋委员长来书交国务卿赫尔，命为作答（蒋委员长盼美予以援助）。

乙、我空军在芜湖炸毁敌舰二艘。

丙、军事委员会定【统一兵员征募及补充方案】

，先于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四川、陕西九省各设置军管区司令部。

丁、粤汉路车在横石站倾覆，死伤五十余人。

１﹐４（一二，三）

甲、美总统罗斯福在国会演说，抨击独裁，拥护民主，加强自卫实力，对远东信守条约。

乙、敌机三十九架炸汉口机场。

丙、日海陆军代表对上海炸弹案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增加日籍人员。

丁、敌百余人陷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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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蒋经国任江西保安处副处长（旋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

１﹐５（一二，四）

甲、敌入山东兖州。

乙、我空军飞芜湖，击毁敌机六架。

丙、英美法德等国学者罗素、杜威、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发起援华抗日运动。

丁、日内相末次信正谈话，谓反英情绪由于英阻止日本在华之经济发展。

戊、孔子奉祀官孔德成自山东到汉口（政府恐其为日人所利用，将其接来后方）。

１﹐６（一二，五）

甲、川军邓锡侯、孙震自徐州北上应援。

乙、敌机又炸武汉。

丙、卢作孚任交通部常务次长。

丁、日首相近卫及陆、海、外三相会商对华事。

１﹐７（一二，六）

甲、邓锡侯部开抵鲁南滕县，敌陷邹县。

乙、敌犯济宁，与我军（曹福林部）激战。

丙、上海日兵越界殴辱英巡捕，骚扰英军防区（１﹐６），英军司令提出强硬抗议。

丁、我空军又炸毁芜湖敌机三架。

戊、罗斯福覆蒋委员长函，愿竭力之所及，以谋和平。

１﹐８（一二，七）

甲、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召皖主席蒋作宾及鲁主席韩复矩之代表教育厅长何思源到徐州

会议。

乙、上海日军与法租界巡捕冲突。

丙、敌机袭广西南宁。

１﹐９（一二，八）

甲、津浦路我军（川军）越过滕县。

乙、美总统罗斯福演说抨击孤立派。

丙、敌机分袭南宁、广州、南昌。

丁、日本大本营及内阁商对华政策，决继续侵略。

戊、项英到南昌，与熊式辉商收编新四军事。

１﹐１０（一二，九）

甲、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晤德大使，要求中国早日答复日本和平条件。

乙、敌陷青岛。

丙、蒋委员长及白崇禧自武昌抵开封。

丁、我空军飞广德轰炸，毁敌机十余架。

戊、敌机袭南宁、柳州。

己、共产党在河北阜平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聂荣臻任该军区司令员）。

庚、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访德外长牛拉特，盼早日结束中日战事，日本将不以蒋介石为中国中

央政府代表，而与各省主席签订和约，并盼德国承认满洲国；牛拉特婉拒。

１﹐１１（一二，一○）

甲、蒋委员长在开封拏问不遵命令擅自退却之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

省主席韩复矩。并对第一第五战区将领讲【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

（传韩部拟经南阳入汉中）。

乙、敌举行御前会议。

丙、敌陷山东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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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敌机分袭粤、桂、武汉。

戊、武汉卫戍司令部成立，陈诚任总司令。

己、共产党之新华日报在汉口出版。

庚、蒋夫人宋美龄自汉口到香港。

辛、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

１﹐１２（一二，一一）

甲、日本外务次官堀内谦介告德大使馆参赞，限中国于１﹐１５前表示态度，否则日将保留

自由行动之权。托德曼访王宠惠，盼迅速答复日本要求。

乙、冀察晋边区政府颁布抗敌决议案（即阜平决议案）。

丙、敌机四十二架袭南昌，二十八架袭广东粤汉路。

１﹐１３（一二，一二）

甲、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托德曼声明，日本新提条件范围过于广泛，在未悉其详细内容时，不

能表示意见。

乙、我军克复广德。

丙、敌机狂炸粤汉路。

丁、军委会设豫皖赣闽粤湘鄂川陕九省军管区司令部。

戊、蒋委员长到洛阳。

１﹐１４（一二，一三）

甲、孙科抵海牙（旋赴巴黎）。

乙、孙桐萱、曹福林（韩复矩旧部）通电抗战到底。

丙、德驻日大使德克逊将昨日王宠惠对托德曼之声明转交日本外相广田，广田甚为不满。日

内阁即召开紧急会议二次。

丁、德国大使托德曼告张嘉璈，日本指中国答复语太空泛，盼再补充。孔祥熙召集会议，夜

深始散。

戊、孟森（心史）卒于北平，年七十二（１﹐４﹖）。

１﹐１５（一二，一四）

甲、敌大本营及内阁举行联席会议。

乙、敌陷我津浦线南段之明光。

丙、敌机竟日炸广九粤汉两路。

丁、敌机二十四架炸南昌。

戊、浙江我军克余杭。

己、蒋委员长自洛阳电令经济部长翁文灏筹办后方军需工业。

庚、孔祥熙请托德曼转告日本外相广田，中国仍愿与日本达成真正谅解，盼获知日本所提基

本条件之性质与内容，以便表示意见。

１﹐１６（一二，一五）

甲、日政府宣言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与发展（德国

调停终止）

。

乙、我军反攻芜湖，逼鲁港，克湾沚。

丙、敌机袭粤汉路。

丁、日外相广田照会德大使德克逊，指摘中国采取拖延态度，缺乏谋和意念，日本决放弃由

德国政府协助进行之谈判，并自一新的立场处理目前事件。

１﹐１７（一二，一六）

甲、军事委员会组织修正，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何应钦代程潜为参谋总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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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禧仍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陈诚为政治部长，周恩来未到。

乙、蒋委员长在洛阳对第二第八战区将领讲【认识抗战真谛与建立必胜基础】。

丙、孙科抵莫斯科，拟商中俄同盟。

丁、津浦线北段激战于滕县邹县间之两下店，汶上失守。

戊、我游击队三千人大战上海浦东。

己、广东人民自卫统率会成立。

庚、潘逆毓桂任伪天津巿长职。

１﹐１８（一二，一七）

甲、国民政府宣言决保领土主权完整，任何非法组织，绝对无效。

乙、日本召回驻华大使川越茂。

丙、教皇驻华代表蔡宁在汉口为阵亡将士死难平民举行大弥撒。

丁、蒋委员长自洛阳回抵武昌。

戊、津浦路南段日军陷明光（１﹐１７﹖）。

１﹐１９（一二，一八）

甲、敌陷安徽和县。

乙、敌拟以唐绍仪组织南京伪政府。

丙、交通部长张嘉璈到河内，与法方商议南宁至镇南关铁路合同，及经海防运入中国物料免

税事。

１﹐２０（一二，一九）

甲、驻日大使许世英离东京回国。

乙、德国官方发表去年十月以来调解中日争端之经过。

丙、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川康绥靖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在汉口病卒，年四十八岁（去

年十二月病，１﹐１４呕血）。

丁、上海租界大搜捕，拘获所谓恐怖党男女九十八人。

戊、敌机炸广九、粤汉路及省港公路。

１﹐２１（一二，二○）

甲、发表处分失职将领军师旅长数十人。

乙、字林西报载敌在南京屠杀巿民已逾万人。

１﹐２２（一二，二一）

甲、日外相广田在议会演说，日方曾经德大使托德曼斡旋，对华提出四条件，被拒。首相近

卫演说，须成立一中日满经济集团。

乙、张群被任为四川省政府主席。

丙、我游击队克复河北高阳。

丁、陈公博自欧回国抵香港。

１﹐２３（一二，二二）

甲、沈鸿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矩革职审问。

乙、新任苏联大使卢干滋奥尔斯基在重庆呈递国书。

丙、我空军在芜湖一带轰炸敌阵地。

丁、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

戊、美政府以南京日军暴行，殃及美侨，对日抗议。

１﹐２４（一二，二三）

甲、前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矩以不遵命令，放弃

要地，判处死刑，本日在武昌枪决（传韩与日人有勾结，谋退汉中反抗中央）。

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自徐州到蚌埠视察（明日回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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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敌机二十四架初次袭宜昌。

丁、美总统罗斯福函请红十字会捐款救中国难民。

戊、交通部长张嘉璈到海防，视察物料运输情况。

１﹐２５（一二，二四）

甲、任命李宗仁为安徽省政府主席（原任蒋作宾），张定璠为军政部次长。

乙、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到重庆，处理川事（刘湘旧部反对张群主川）。

丙、津浦南段池河两岸大战开始。

１﹐２６（一二，二五）

甲、第三集团军孙桐萱、曹福林包围济宁。

乙、我空军飞南京轰炸。

丙、南京美领事馆秘书爱立逊被日本宪兵殴辱（１﹐３０日本道歉）。

１﹐２７（一二，二六）

甲、重庆行营副主任贺国光到成都，疏通川事。

乙、任命沙王为蒙旗宣慰使。

丙、湖北军管区成立。

丁、伪【冀东自治政府】与伪北平【临时政府】

合并。

１﹐２８（一二，二七）

甲、津浦南段敌军北犯，在池河被拒退，战事剧烈。

乙、交通部长张嘉璈在河内获悉越南将阻止军火过境，即电告驻法大使顾维钧及李煜瀛。

丙、日大使川越茂离沪回国。

丁、中国代表顾维钧与英法苏外长在日内瓦商援华办法。

戊、蒋委员长电令邓汉祥、锺体干分代四川省政府主席及川康绥靖主任，并电慰四川军政人

员。

己、上海日军司令声明，如英国只顾维持其在华利益，日英间将发生最重纠纷。

庚、交通部长张嘉璈与越南总督商免征运入中国铁路材料通过税及限制军火过境事（２﹐１

经南宁返桂林）。

１﹐３０（一二，二九）

甲、蒋委员长函美总统罗斯福，盼予中国以有效的经济与物资援助。

乙、伪冀东自治政府与伪北平临时政府合并协议签字。

丙、洛阳空战，击落敌机三架。

１﹐３１（一，一）津浦路南段日军陷定远、池河。淮河铁桥炸毁。

２﹐１（一，二）

甲、任命程潜代商震为河南省政府主席。

乙、鹿锺麟任军法执行总监，唐生智免。

丙、敌军陷安徽凤阳、临淮关。

丁、北平与冀东伪组织合并。

２﹐２（一，三）

甲、国联理事会通过鼓励会员国个别援助中国之决议案。

乙、临淮关及定远附近血战，我军退出蚌埠。

丙、英海空军在新加坡演习开始。

２﹐３（一，四）

甲、日外相广田在议会宣称，中日已入战争状态中。

乙、北平上海日使馆通告各国，将大举轰炸长江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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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敌占山东烟台。

丁、敌板垣第五师团陷蒙阴。

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于三月二十九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２﹐４（一，五）

甲、粤海情势紧张，敌袭虎门未逞，汉奸四百余人全被捕（李福林之功）。

乙、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抵汉口。

丙、驻英日使吉田茂晤英外相，商调解中国战事。

２﹐５（一，六）

甲、敌陷安徽怀远。

乙、敌海空军再袭虎门广州。

丙、河北我游击队克深县。

２﹐６（一，七）

甲、我军再攻芜湖，克复湾沚鲁港。

乙、浙江我军克余杭。

丙、敌图在广东中山登陆，未逞，淇澳岛被占。

丁、蒋委员长发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讲稿）。

戊、蒋委员长电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严防共党非法活动。

己、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副之，张厉生为秘书长，贺衷寒、康泽、郭

沫若分任厅长（分别主管军中党务、民众组织、宣传）。

２﹐７（一，八）

甲、中苏军事航空协议签字（五年）。

乙、平汉线安阳敌南犯。

丙、敌司令松井石根在南京下令维持军纪。

丁、北平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成立。

２﹐８（一，九）

甲、平汉线敌土肥原部自大名进陷南乐。

乙、自淮南北犯之敌，侵入小蚌埠，为我军阻退。

２﹐９（一，一○）

甲、自蚌埠渡淮之敌，被我击退，扫荡小蚌埠之敌。

乙、冀南敌陷濮阳。

丙、敌机袭长沙、襄樊、南阳、安庆。

２﹐１０（一，一一）

甲、淮南津浦线西侧我军全线反攻。

乙、我空军猛炸自蚌埠北渡之敌军。我于学忠军与敌白刃战。

丙、实业界巨子荣宗敬卒于香港。

２﹐１１（一，一二）

甲、蚌埠之敌继续北渡，与我军剧战。

乙、平汉线敌土肥原部陷宝莲寺及汤阴、滑县、清丰、内黄。

丙、敌在沪施行恐怖政策，连日发现无名人头。

２﹐１２（一，一三）

甲、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举行反日援华大会。

乙、淮河北岸大战，我军于学忠部退守固镇。

丙、任命邓锡侯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并决定国葬刘湘。

丁、北平伪准备银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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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日本覆英、美、法，拒绝其要求，不允公布造舰计划。

２﹐１３（一，一四）

甲、津浦线北段我军（孙桐萱、曹福林）反攻汶上、济宁，南段（于学忠、张自忠）反攻蚌

埠，痛击敌军，挫之。

乙、平汉线敌陷淇县，濮阳敌陷长垣。

丙、国际反侵略大会决议尽力援华，制止一切援助日本之行动。

２﹐１４（一，一五）

甲、敌狂炸郑州，死伤百余人；粤境铁道亦被狂炸。

乙、我江南游击队克溧阳、宜兴。

丙、新加坡军港举行落成典礼，美军舰参加。

２﹐１５（一，一六）

甲、平汉线敌侵入开封对岸之封邱。

乙、津浦线北段我军自滕县反攻两下店，克之。

丙、同蒲线敌南犯介休（明日失守）。

丁、孔祥熙自香港回汉口。

２﹐１６（一，一七）

甲、敌陷新乡，分兵沿道清线西侵。我游击队克清丰。

乙、强渡淮河之敌因我军之侧击与迎截，退回南岸，我军克曹老集、小蚌埠。

２﹐１７（一，一八）

甲、平汉线敌陷辉县，我军退黄河南岸，炸毁铁桥，同蒲线敌陷孝义汾阳。我游击队克河北

濮阳。

乙、淮河以北之敌大部退回南岸。鲁南邹县、济宁大战。

丙、卫立煌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２﹐１８（一，一九）

甲、敌机三十八架（十九架﹖）袭武汉，被我空军第四大队击落十四架；我大队长李桂丹死

之。

乙、敌机九架第一次袭重庆。

丙、敌陷新乡及道清线陷获嘉，宋哲元军西退。

丁、上海敌军司令松井石根被召回，以 俊六继任。

２﹐１９（一，二○）

甲、豫北敌陷修武。

乙、津浦线南段之敌连日自蚌埠以北反攻，未逞。

丙、我空军炸吴淞登岸之敌。

丁、新生活运动四周年纪念，蒋委员长致词。

２﹐２０（一，二一）

甲、德国元首希特勒对议会演说，承认伪满洲国。

乙、我游击队克河北获鹿。

２﹐２１（一，二二）

甲、自豫北进入山西之敌陷长治。晋北敌陷保德。

乙、济宁之敌西犯。

丙、交通部长张嘉璈与苏俄大使商中苏航空及转运苏方军用品事宜。

丁、英外相艾登与首相张伯伦因外交意见不合，辞职。

戊、上海法租界第六次发现无名人头。

２﹐２２（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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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本政府向国会提出总动员案。

乙、山东敌（第五师团）陷莒县，我游击司令刘震东死之。豫北道清线敌陷沁阳、孟县。

丙、英首相宣言，说明改组国联之必要，并迅速对义进行谈判。

丁、苏俄二次开始拘捕海参崴华侨（先后被捕者约八千人）。

２﹐２３（一，二四）

甲、我空军首次出国，轰炸台北敌机场，毁其机库油厂。

乙、日军部正式发表以 俊六继松井石根为上海日军总司令，并召回南京城防军司令朝香及

杭州湾登陆军司令柳川。

丙、湖北金水农场场长陈振先为暴民杀害。

２﹐２４（一，二五）

甲、我对德抗议其承认伪满。

乙、敌机袭福州、漳州及粤境。我空军飞新乡轰炸。

２﹐２５（一，二六）

甲、鲁西我军撤至巨野、羊山集、相里集。

乙、晋敌陷离石。

丙、敌机袭梧州。又三十五架袭南昌，被我击落八架。

丁、军事委员会战时军官研究班在武昌成立，万耀煌为主任，德国顾问主讲。

２﹐２６（一，二七）

甲、我军克山东沂水。

乙、敌军攻毁芜湖西之三山镇，自此登陆。

丙、晋敌陷河曲。

２﹐２７（一，二八）山东敌陷嘉祥。

２﹐２８（一，二九）

甲、自道清线西犯之敌突破王屋山，攻晋城垣曲。

乙、山东我民军克利津。

丙、截止本日，敌飞机被我击毁五百十三架。

３﹐１（一，三○）

甲、蒋委员长通令各军训练干部，注重精神教育与品格修养（是日将校研究班，政治工作人

员训练班，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举行开学礼）。

乙、任命邓锡侯为川康绥靖主任。

丙、敌机炸广州中山大学及虎门。

丁、行政院通过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

戊、上海敌人多方恫吓报界。

己、贵州军管区成立。

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在汉口召开第三次临时代表大会。

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书蒋委员长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议：巩固扩大各党派

的抗日救国的团结，一、建立一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拟订统一

战线纲领，组成一统一战线组织。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二、健全民意机关，

其形式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国民大会，或为其它形式，使具有商讨国是和谋划内

政外交的权力。三、动员组织民众，根据职业地位及地域原则组成，并成立全国性的领导机

关（此建议第一项未被接受，蒋委员长拟合并多党为一党，中共亦不同意）。

３﹐２（二，一）

甲、晋敌陷临汾。

乙、豫北我军反攻卫辉、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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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浙江我军收复德清。

３﹐３（二，二）

甲、新任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自汉口抵成都（３﹐１６就职）。

乙、窜入陕北府谷之敌被歼（２﹐２８侵入）。

３﹐４（二，三）敌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部逼攻临沂。

３﹐５（二，四）

甲、山西敌军陷运城、平陆。

乙、晋南黄河各渡口封锁，我山西部队均不退过黄河。

丙、豫北我军克获嘉。

丁、任命马步芳当青海省政府主席。

戊、日本元老尾崎行雄反对侵华战争。

３﹐６（二，五）

甲、川省将领（刘湘部）王缵绪、潘文华、王陵基等电蒋拥护邓锡侯。

乙、中华基督教徒全国联合会成立。

３﹐７（二，六）

甲、晋南风陵渡敌炮击潼关。

乙、鲁南敌犯临沂；鲁北我民军克惠民。

丙、敌陷威海卫。

丁、汉奸周凤岐（南京伪组织之陆军部长）在沪被诛。

３﹐８（二，七）

甲、敌机炸郑州西安。

乙、水利专家李仪祉病卒于西安。

３﹐９（二，八）

甲、晋北我军克保德。

乙、晋南寇炮击潼关、阌乡。

３﹐１０（二，九）

甲、风陵渡敌炮击潼关，陇海路阻断。

乙、我空军袭南京敌机场，毁敌机十余架。

丙、晋北我军克岢岚。

丁、北平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２﹐１２﹖）。

３﹐１１（二，一○）

甲、豫北我军攻入修武。

乙、晋北我军克代县、河曲。

丙、皖北我军克临淮关。

丁、奥国完全对德屈服，国社党组阁。

３﹐１２（二，一一）

甲、财政部通告买卖外汇须经核准。

乙、南通天生港封锁。

丙、江苏奉贤、南汇、川沙为我军克复。

丁、张自忠军自滕县到临沂增援。

３﹐１３（二，一二）豫北我游击队攻入延津。

３﹐１４（二，一三）

甲、津浦线北段敌南犯，占界河，逼滕县。

乙、鲁南临沂我军庞炳勋、张自忠向敌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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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敌机袭汉口机场，毁我飞机三架，死二俄人。

丁、德国宣布并奥。

３﹐１５（二，一四）

甲、临沂我军大破敌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部。

乙、我游击队进至北平北苑。

丙、行政院嘉奖抗敌有功之冀鲁两专员丁树本、范筑先。

丁、敌机袭广州南昌。

戊、敌机袭汉口机场，毁我机五架，死三俄人。

３﹐１６（二，一五）

甲、津浦线北段敌矶谷师团猛攻滕县。

乙、潼关陕县阌乡我军分路渡河。

丙、盛传敌军将武力占领上海租界。

丁、我空军飞杭州轰炸。

戊、皖南我军破敌于孙家埠。

己、晋东南之贺龙师袭击黎城日军。

３﹐１７（二，一六）

甲、津浦北段敌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部攻陷滕县，我川军孙震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殉国。

临沂战事仍剧烈。

乙、绥远我马占山军克复托县。

丙、设立军官训练团，蒋委员长兼任团长，陈诚、万耀煌为正副教育长，李扬敬为教育委员

会主任（将校研究班并入）。

丁、苏联邀请列强应付欧局，制止侵略。

３﹐１８（二，一七）

甲、临沂我张自忠、庞炳勋军大捷，敌板垣师团退走莒县沂水，毙其联队长长野等。敌死伤

三千余人。

乙、津浦线北段敌进扰临城韩庄，关麟征军守运河南岸。

丙、敌陷南通。

丁、晋西第八路军林彪师阻击进犯大宁日军获胜。

３﹐１９（二，一八）

甲、临沂我军乘胜追击，进攻汤头。孙连仲部抵台儿庄。

乙、山西敌陷吉县。

丙、皖南我军捷于宣城东之洪林桥。

丁、浙江敌陷安吉（３﹐２１克复）。

戊、敌首相近卫在议会中自认对华作战前途困难。

３﹐２０（二，一九）津浦线北段之敌陷峄县。

３﹐２１（二，二○）山西我游击队克五寨。

３﹐２２（二，二一）

甲、津浦线北段我军孙连仲部与敌隔运河相持，汤恩伯军团自台儿庄渡河北进。南段我军克

张八岭沙河集。

乙、蒋委员长到郑州（旋到徐州）。

丙、山西敌陷乡宁。

丁、敌陷江北海门。

戊、日本宣布外国船只不得自由航行中国内河。

己、行政院通过组织中法航空公司，飞行昆明香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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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二，二二）

甲、敌板垣师团再犯临沂，我军退临沂以北地区。

乙、敌矶谷师团进犯台儿庄，为我池峰城师所阻。

丙、山西我军收复神池。

３﹐２４（二，二三）

甲、峄县之敌矶谷师团猛攻台儿庄，为我孙连仲军所败，激战于枣庄附近。我军大举进攻（守

台儿庄者为师长池峰城、旅长王冠五）。

乙、浙江我军大捷于孝丰安吉间，歼敌千余。

丙、川军将领王缵绪、王陵基到汉口，谒蒋委员长，商川事。

丁、豫北我军克孟县。

戊、朱德、彭德怀在晋东召开第八路军将领会议，决定发展共产党势力策略。

３﹐２５（二，二四）

甲、我空军与敌机在归德遭遇，击落敌机六架（蒋委员长是日飞徐州）。

乙、敌陷江北东台。

丙、晋南敌三百余人渡河窜灵宝，被歼灭。

丁、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３﹐２７闭会）。

３﹐２６（二，二五）

甲、汤恩伯军团猛攻峄县枣庄间之敌。

乙、皖南我军再克广德。

丙、豫北我游击队攻入封邱。

３﹐２７（二，二六）

甲、我军克鲁南临城枣庄，敌仍向台儿庄增援猛犯。

乙、敌分道猛犯临沂，我庞炳勋、张自忠、缪澄流军拒之。

丙、鲁西我孙桐萱、曹福林军破坏大汶口兖州交通，逼攻泰安。

丁、敌机四十架袭武汉，死伤二百余人。

戊、敌海军在粤海大小琳岛登陆肆虐。

己、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老舍（舒舍予）、郭沫若、沈雁冰、洪深、田汉、阳

翰笙、张道藩、姚蓬子、曹靖华、叶楚伧、邵力子等任理事。

３﹐２８（二，二七）

甲、窜入台儿庄之敌为我孙连仲军完全歼灭。

乙、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伪行政院长梁逆鸿志，伪法制院长温逆宗尧，伪内政部长陈

逆群，伪外交部长陈逆箓，伪财政部长陈逆锦涛，伪实业部长王逆子惠，伪教育部长陈逆则

民，伪绥靖部长任援道，伪司法部长胡礽泰。

丙、北平王逆克敏遇刺未死。

丁、苏俄第三次拘捕海参崴华侨（该埠华人几全被拘）。

３﹐２９（二，二八）

甲、我汤恩伯孙连仲军夹击台儿庄敌，败之。

乙、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

丙、上海各界宣言反对南京伪组织。

３﹐３０（二，二九）

甲、敌军一部占据台儿庄内之一部，我汤军团猛攻其左背。

乙、我军毁津浦线大汶口铁桥。

丙、皖南我军再捷于广德北之金鸡岭，敌我死伤各二三千人。

丁、豫北我军放弃浚县。晋东我军在黎城东阳关毁敌汽车百余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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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教育实施方案，推行兵役制度等

案。

３﹐３１（二，三○）

甲、临沂我张自忠（第二十七军团）庞炳勋缪澄流军再度大捷，破长阪及板垣师团。

乙、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改进党务案，设置总裁、副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

国民参政会案。

丙、台儿庄之敌一部北窜，当午又增援进犯，我军二次总攻开始。

丁、皖南广德我军获胜。

戊、蒋经国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

４﹐１（三，一）

甲、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选举蒋中正、汪兆铭为总裁、副总裁，

即闭会。

乙、冀中临时政府成立（受阜平之边区政府节制）。

丙、英美法宣告废止一九三六年伦敦海军协定。

丁、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成立，孔庆棠为处长。

戊、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昌成立，郭沫若任厅长。

４﹐２（三，二）

甲、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发表：（一）通过抗战建国纲领，（二）召集国民参政会，

结束国防参议会，（三）修改党章，选蒋中正汪兆铭为正副总裁，（四）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乙、敌军占领台儿庄内之大半。

丙、豫北我军收复温县。

丁、日陆相杉山元到北平（即回日）。

戊、北京、清华、南开合组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

４﹐３（三，三）

甲、台儿庄我军猛攻，敌迂回进犯，板垣师团之三联队加入，势颇危。

乙、豫北我军克林县。

４﹐４（三，四）

甲、日本驻俄大使重光葵抗议苏俄对华援助。

乙、张国焘与毛泽东决裂，乘参加陕西中部祭黄帝陵之机，自延安到西安（４﹐６赴汉口），

发表【敬告国人书】，指责毛泽东等之【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缺乏团

结抗战诚意。

丙、我空军出动鲁南助战。

４﹐５（三，五）

甲、我汤恩伯军团克獐山，围攻台儿庄东北之敌。

乙、杭州富阳我军克新桥镇。

丙、伪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商定合作原则。

４﹐６（三，六）

甲、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在汉口开幕，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

乙、台儿庄以北之敌矶谷及板垣师团被围，我汤恩伯关麟征周嵒孙连仲军大举围攻，程潜到

徐州，会同李宗仁白崇禧指挥军事。

丙、我军攻占济南白马山。

丁、山西我军克长子县。

戊、伪南京维新政府梁鸿志与伪北京临时政府王克敏会晤。

４﹐７（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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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台儿庄我军大捷，敌死伤近万，残余北退。

乙、蒋委员长电勉全国军民，闻胜勿骄，坚毅沉着，奋斗到底，完成抗战使命。

丙、国民党中央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

丁、山西我军克垣曲。

戊、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以拒绝附逆被刺。

４﹐８（三，八）

甲、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蒋总裁讲【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并选定中

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长，即闭幕。

乙、鲁南我军自台儿庄进攻峄县。

丙、豫北我军刘汝明部攻入新乡车站。

４﹐１０（三，一○）

甲、我军围攻峄县，空军助战。

乙、敌机袭长沙，狂炸湖南大学、清华大学，另一枝袭广州。

４﹐１１（三，一一）

甲、我军克山东曲阜宁阳。

乙、我军克山西平陆。

４﹐１２（三，一二）

甲、我军再度总攻峄县，李宗仁亲到前线指挥。

乙、国民参政会条例公布。

丙、新任英大使卡尔在重庆递国书。

丁、孙科与英首相张伯伦晤谈。

４﹐１３（三，一三）

甲、敌自各战场抽兵增援鲁南，山西及上海敌军分向济南青岛开拔。

乙、敌机袭广州，被我击落八架。

丙、张君劢代表国家社会党上书蒋汪二总裁，谓该党主张与三民主义一致，拥护国民政府（４

﹐１５蒋汪覆书策勉）。

丁、军官训练团在武昌开学。

４﹐１４（三，一四）我军逼近上海四郊，巿内陷入战时状态。

４﹐１５（三，一五）江南我军击破宜兴张渚镇戴埠之敌，克复该镇。

４﹐１６（三，一六）

甲、峄县战况沈寂，敌死守待援。

乙、我江南军克上海青浦间之朱家角。

丙、英义协定在罗马签字。

丁、日本内阁决定调整华北及华中伪政权关系要领。

戊、山西我军克乡宁。

己、晋东南刘伯承师击败日军于武乡辽县间之长乐村。

４﹐１７（三，一七）

甲、敌机滥炸广州巿区，死伤平民数百。

乙、张国焘在汉口通知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

４﹐１８（三，一八）

甲、敌军三攻临沂，逼城下。

乙、我孙震军克鲁南韩庄（明日又退出）。

丙、鲁南敌突破兰陵镇南犯，台儿庄颇危。

４﹐１９（三，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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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临沂战况紧张，敌军猛攻。

乙、我游击队在上海四郊活动，并袭松山青浦。

丙、绥远我军马占山攻武川，师长刘桂武殉国。

４﹐２０（三，二○）

甲、峄县敌增援，向我反攻。

乙、我军退出临沂。

丙、豫北我军克济源孟县，晋东我军克辽县和顺。

４﹐２１（三，二一）

甲、皖北之敌偷渡淮河涡河北犯。

乙、蒋委员长到徐州。

丙、公布金公债条例（关金一万万，英金一千万镑，美金五千万元）。

丁、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上书蒋汪二总裁，谓该党主张不背于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４

﹐２４蒋汪覆勉）。

戊、绥远我军克清水河。

４﹐２２（三，二二）

甲、临沂之敌向西南进，企合峄县东南之敌，战况剧烈（滇军卢汉部）。

乙、山西我军克翼城沁水。

丙、被羁上海租界之前四行仓库守军团附谢晋元呼吁释放。

丁、汉口新华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

４﹐２３（三，二三）

甲、敌陷山东郯城。

乙、蒋委员长自徐州回抵汉口。

丙、豫北我军克温县。

４﹐２４（三，二四）

甲、敌猛攻邳县连防山，我关麟征军高鹏团全部殉难。

乙、我军约五千人逼攻太原。

丙、皖南我军克孙家埠车站。

４﹐２５（三，二五）

甲、邳县以北战况激烈。

乙、山西我军克山阴。

丙、江北我军克海门。

４﹐２６（三，二六）

甲、任命王缵绪代理四川省府主席，潘文华为川康绥靖副主任，贺国光代理重庆行营主任，

刘文辉为副主任（原定贺代川主席，王等仍反对）。

乙、我滇军与敌激战于邳县岔河镇，团长莫肇衡、董文英、严家训殉国。

丙、山西我军克屯留及潞城（曾部）黎城，绥远我军克和林。

丁、英商轮通和号在崇明附近为敌所扣，一时形势颇严重。

戊、江北敌陷盐城。

４﹐２７（三，二七）

甲、我军第十三师吴之琛与敌激战于邳县郯城之间。

乙、皖北敌陷含山。

４﹐２８（三，二八）

甲、鲁南战事我军得利，毙敌二千人。

乙、敌机狂炸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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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我军克安徽来安。

４﹐２９（三，二九）

甲、敌机三十九架袭武汉，被我空军六十三架击毁二十一架，我损失五架，队员陈怀民以机

伤猛撞敌机，同归于尽（俄义勇队【正义之剑】参加，时朱可夫任军事顾问）。

乙、我军逼近郯城。

丙、豫北我军克沁阳陟县。晋东南激战于长治、高平、晋城。河北我军一度克涿州。

丁、国民党总裁通令党员不得再有小组织。

戊、汉口中共代表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在新华日报发表答复子健（张国焘）的公开信【驳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４﹐３０（四，一）

甲、鲁南我军连失峄县西南十数村，势颇危。

乙、皖北敌陷巢县。

丙、蒋委员长激励民众，与敌殊死周旋。

丁、我游击队袭攻平津间廊坊，另枝克涞水高碑店琉璃河。

戊、我游击队攻入大沽海河工程局。

己、我游击队猛扑上海附近莘庄。

庚、我军袭击南京。

辛、敌及川到上海，代长谷川任第三舰队司令。

壬、山西我军克高平（明日克晋城）。

５﹐１（四，二）

甲、浙江我军克德清。

乙、皖北之敌渡淮河北犯，约六七千人。

丙、皖南我军大举反攻孙家埠。

丁、王逆克敏飞东京。高逆凌霨在津遇刺。

戊、中央党部中央训练委员会成立，陈诚、陈立夫、贺衷寒、万耀煌等为委员，准备成立中

央训练团。

己、山西我军克晋城。

５﹐２（四，三）

甲、鲁西之敌自肥城南犯。

乙、我游击队克京、芜间之当涂。

丙、河北我军克大名。

５﹐３（四，四）

甲、鲁南敌反攻失败，我军开始总攻击。

乙、江北我游击队克如皋。

丙、行政院决议褒奖孙连仲、汤恩伯。

丁、英日关于上海海关问题谈判结果发表。日军占领区内海关收入均存入正金银行。

戊、希特勒抵罗马，晤墨索里尼。

５﹐４（四，五）

甲、皖北怀远敌北犯，与我军接触。

乙、外交部为英日订立中国海关协议，向英政府抗议。

丙、山西我军克临晋猗氏及离石（﹖）、忻口。

丁、我军克平绥线之青龙桥，围攻昌平。天津附近铁道亦被我军破坏。

５﹐５（四，六）

甲、郯城敌又反攻，混战于冯家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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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委员长电斯大林，商洽中俄货物军火交换办法。

丙、我游击队袭卢沟桥。

丁、伪冀察保安司令杨振兰反正，袭临洛关，毙敌司令加藤。

５﹐６（四，七）

甲、郯城反攻之敌又遭挫败。

乙、我游击队进至北平附近，各城门多关闭。

丙、伪南京维新政府接收江海关。

５﹐７（四，八）

甲、江北敌陷阜宁（５﹐６﹖）。

乙、上海江海关华籍职员宣布罢工，反对日伪侵占关权。

５﹐８（四，九）

甲、皖北敌猛攻蒙城及津浦线之曹老集。

乙、敌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自豫北到濮阳，谋渡河。鲁西济宁敌万余向西南进犯。

丙、重庆临江门大火，毁二万余户。

５﹐９（四，一○）

甲、皖北敌陷蒙城，副师长周元殉国。

乙、山西我军赵师大捷于高平张家岭，毙敌千余。

丙、山西我军克蒲县。

丁、绥远我军克安北。

戊、国联行政院开会，顾维钧报告我国申请。

５﹐１０（四，一一）

甲、闽海敌军犯厦门，在五通登陆，炸毁厦门大学。

乙、鲁西敌犯郓城，我第二十二师李苾蕃部迎战。

丙、敌机四次袭徐州。

丁、绥远托县伪蒙军团长慕兴亚反正。

戊、以杨杰代蒋廷黻为驻苏联大使。

己、希特勒离罗马回柏林。

５﹐１１（四，一二）

甲、我空军轰炸粤海敌舰，沉其二艘，并击落敌机五架。

乙、鲁西敌陷郓城，进犯金乡鱼台。

丙、厦门我军退出巿区。

丁、晋北我军克朔县。

５﹐１２（四，一三）

甲、皖北敌窜陷河南永城，陇海路黄口铁路被截断。另枝犯宿县。

乙、鲁西敌突破大义集我阵地。

丙、蒋委员长到郑州部署军事，薛岳随行。

丁、德国与伪满洲国在柏林订立友好条约。

戊、任命杨杰为驻苏俄大使（杨于去年以苏俄实业考察团长名义到莫斯科）。

５﹐１３（四，一四）

甲、鲁南我军开始西移。

乙、敌机狂炸西安郑州。

丙、国联理事会讨论援华问题。

丁、山西我军克万泉。

５﹐１４（四，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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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敌自永城进犯砀山，与薛岳兵团吴奇伟、李汉魂、俞济时、黄杰军激战。

乙、鲁西敌土肥原陷菏泽，我第二十三师师长李苾蕃殉国。另枝日军陷金乡。

丙、我军退出厦门。

丁、敌机竟日炸徐州。

戊、国联理事会决议，重申实施援华案。

５﹐１５（四，一六）

甲、鲁西敌陷鱼台，经丰县窜抵砀山东之李庄车站。

乙、鲁西敌自菏泽犯河南考城。

丙、李宗仁、白崇禧自徐州城内移往南门外段家花园。

丁、鲁西敌陷金乡。

戊、皖北敌陷合肥，徐源泉军先退。

己、河北我游击队围保定。

庚、山西我军克荣河，围攻运城安邑。

５﹐１６（四，一七）

甲、敌窜扰徐州西关。

乙、李宗仁、白崇禧离徐州。

丙、山西我军克曲沃。

丁、孙科自巴黎再赴莫斯科（明日到，５﹐３０离莫斯科）。

戊、浙江我军大破敌于泗安，进逼长兴吴兴，另枝克海盐。

己、前总统曹锟病卒于天津。

５﹐１７（四，一八）

甲、鲁西敌土肥原部窜扰河南兰封东之内黄仪封车站，与宋希濂军激战。

乙、徐州西之黄口车站被侵占，民权县亦发现敌踪，陇海路被截断。

丙、山西我军克洪洞（５﹐１８﹖）。

丁、世界学生代表抵汉口。

５﹐１８（四，一九）

甲、李宗仁令汤恩伯、廖磊、孙连仲各军突围（５﹐１６）。

乙、第二十军长谭道源在徐州运河站殉国。

丙、山西我军克芮城、洪洞。

丁、皖南敌骑兵少尉堀田以反对军阀战争，向我投诚。

５﹐１９（四，二○）

甲、刘汝明军退出徐州，其它各军亦分道突围西去。

乙、我空军飞机两架由徐焕升率领，东征日本，在九州岛长崎佐世保等地散发传单，并未投

弹（５﹐２０返回汉口基地）。

丙、天津近郊我游击队袭八里台南开大学。

丁、东京我大使馆被敌所策动之伪华侨代表滋扰。

戊、澳洲首相会议声明对日禁止铁矿输出。

５﹐２０（四，二一）

甲、我宋希濂军与日军土肥原部激战于豫东仪封内黄。

乙、蒋委员长夫人在庐山召集全国妇女首领会议。

丙、豫东我军克野鸡岗车站。

丁、鲁西我军克郓城。

戊、敌陷连云港。

５﹐２１（四，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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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德国召回在华之德籍军事顾问。

乙、徐州各大军团安然突围（于学忠、樊崧甫各军仍留苏北）。

丙、豫北敌再陷孟县。

丁、山西我军克虞乡。

戊、德军集中捷克边境，拟武力并捷。

５﹐２２（四，二三）

甲、豫东敌土肥原侵入开封东之罗王。我军克仪封。

乙、法政府声明，如德军侵入捷境，法即履行法捷条约义务。

５﹐２３（四，二四）

甲、豫东我军总攻，胡宗南军团克罗王车站。

乙、豫北敌陷温县。

丙、保定附近仍在激战。

丁、鲁东我游击队克即墨。

５﹐２４（四，二五）

甲、敌土肥原陷兰封。

乙、鲁西我军克菏泽，断敌联络。

丙、敌陷砀山，黄杰军西撤。

５﹐２５（四，二六）

甲、敌土肥原之一部被我包围于兰封以西，罗王以北。

乙、蒋委员长自郑州乘车赴汉口。

丙、粤海敌再占横琴岛。

丁、英下院商援华问题。

５﹐２６（四，二七）

甲、敌犯商邱，与李汉魂军激战。

乙、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谒蒋委员长。

丙、日本内阁改组，宇垣一成任外相，荒木贞夫任文相，池田成彬任藏相（宇垣谋进行中日

和平，后以军部反对，未成，九月辞）。

５﹐２７（四，二八）

甲、我宋希濂军克复兰封及陈留口，旅长马威龙殉国。

乙、豫北我军再克孟县。

５﹐２８（四，二九）

甲、敌土肥原部被我胡宗南桂永清宋希濂军困于开封兰封间之罗王砦、曲兴集、三义砦，以

全力反攻，未逞。

乙、豫东敌陷商邱，黄杰军退睢县。皖北敌犯亳县。

丙、敌机滥炸广州巿区，死伤四百余人。

５﹐２９（五，一）

甲、敌机再袭广州，肆意滥炸。

乙、我军反攻合肥，捷于大蜀山。

丙、晋南我军大捷，克永济及风陵渡。

丁、我游击队威胁北平，西便门关闭。

戊、上海伪盐务督办余希稷为其保镳所诛。

己、孙科离莫斯科（６﹐１７抵宝庆）。

５﹐３０（五，二）

甲、敌狂炸广州巿区，死伤二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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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豫东敌自宁陵侵入杞县。

丙、斯大林电复蒋委员长，愿以军火交换中国锡、锑、羊毛、生皮、茶叶等货品。

５﹐３１（五，三）

甲、敌机三十六架袭武汉，被我空军击毁十四架。我分队长张效贤殉国。

乙、敌陷亳州，进犯河南鹿邑。

丙、晋南我军克解县。

丁、改组河北省政府，鹿锺麟任主席兼游击总指挥。

６﹐１（五，四）

甲、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令豫东各军向平汉线以西撤退。

乙、豫东敌陷睢县。

丙、敌陷河南鹿邑。

丁、改善地方金融机构会议在汉口开幕（６﹐３闭幕）。

戊、伪临时政府及伪维新政府新进出口税则开始实行。

６﹐２（五，五）

甲、敌再犯兰封，与我军剧战。

乙、黄河在中牟赵口决口（后复淤塞）。

６﹐３（五，六）

甲、敌再据开封东之罗王车站，其进犯民权县者为我击退。

乙、敌陷杞县，进犯陈留、通许。

丙、敌机续炸广州。

丁、皖北敌自蒙城陷凤台、寿州。

６﹐４（五，七）

甲、敌逼近开封，我军再退出兰封。

乙、敌机又炸广州巿中心区。

丙、板垣征四郎任敌陆军大臣。

丁、东京英大使抗议滥炸广州平民。美亦发表声明，严厉抨击。

戊、敌自绥远攻山西偏关。

６﹐５（五，八）

甲、晋北敌陷偏关。

乙、广州巿区续遭狂炸，连日死伤巿民达四千余。

６﹐６（五，九）

甲、敌陷开封。

乙、皖北敌自寿州陷正阳关。

丙、敌炸广州巿区，死伤二千五百余人。

丁、蒋委员长电慰广州难民。

戊、我驻日使馆关闭。

己、东京法使抗议日机滥炸广州。

庚、我军决郑州花园口黄河堤口。

６﹐７（五，一○）

甲、豫东敌（自商邱来者）陷尉氏，长葛东发现敌骑，开封敌陷中牟。

乙、敌机昼夜三度狂炸广州，并以机枪扫射平民。

丙、晋北傅作义、何柱国、门炳忠军克偏关。

丁、江南我军攻溧水，与敌战于天王寺。

６﹐８（五，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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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敌越中牟扰白沙。

乙、敌机又狂炸广州，岭南大学亦落三弹。

丙、晋南我军克同蒲路高显车站。

丁、我驻日大使馆职员全体奉召回国（６﹐１１离日）。

６﹐９（五，一二）

甲、黄河在中牟赵口决口。

乙、安徽大通上游我陆空军获捷，炸沈敌舰，歼灭登陆之寇。

丙、敌机仍轮炸广州巿区。

丁、蒋委员长对外国记者谈话，我抗战前途乐观，并望各友邦切实援助。

戊、港币连日上涨。

６﹐１０（五，一三）

甲、黄河自赵口、花园决口，水经中牟白沙南流，阻敌前进，其机械化部队损失颇大。

乙、我空军再炸长江敌舰于贵池上游。

丙、皖北合肥敌陷舒城。

丁、蒋委员长电勉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确保安庆。

戊、前骑兵第四军长檀自新以不服调遣，被枪决。

己、斯大林致书蒋委员长，对中国抗战必胜，表示坚决信念。

６﹐１１（五，一四）

甲、黄河决口，豫东战局稳定。

乙、敌数百窜扰平汉线之新郑，被击退。

丙、敌机又袭广州。

丁、东京我使馆停闭，代办杨云竹回国。

６﹐１２（五，一五）

甲、黄河水在白沙冲断陇海路，敌土肥原部狼狈后退。

乙、长江敌在贵池东流间之乌沙夹、李阳河、前江口登陆，为我军击退。

丙、北平举行所谓【剿共灭党运动周】。

６﹐１３（五，一六）

甲、长江敌舰猛攻安庆，强行登岸，城垣失守。

我空军在安庆贵池间轰炸敌舰，沈其二艘。敌陆军陷桐城。

乙、法国大使那齐雅到汉口。

丙、苏俄大使卢干滋告交通部长，同意中国飞机飞新疆哈密，哈密至俄境之阿拉木图组织中

苏航空公司任之。

６﹐１４（五，一七）

甲、以陈诚代何成浚任湖北省府主席（由严重代理），蒋鼎文代孙蔚如任陕西省府主席，陈

介代程天放任驻德大使，翁文灏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乙、黄河水沿贾鲁河南流，抵鄢陵附近。

丙、国府明令褒扬曹锟。

丁、陈诚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戊、交通部长张嘉璈与蒋委员长商定组织中英航空公司，飞行昆明至缅甸，并建筑滇缅铁路，

连接自昆明至四川叙府之川滇铁路。

６﹐１５（五，一八）

甲、赣北沿江遭空袭，敌机炸马当。

乙、敌连日仍继续轰炸广州。

６﹐１６（五，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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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二百名人选决定，汪兆铭、张伯苓为正副议长。

乙、三民主义青年团开始组织，蒋总裁发布告全国青年书。

丙、日机猛炸武昌。

丁、敌机六架在广东仁化被我空军全部击落（我机由大队长黄泮扬率领）。

戊、法大使那齐雅自汉口飞香港。

己、美参议院通过谴责滥炸平民暴行案。

６﹐１７（五，二○）

甲、中央训练委员会议决成立中央训练团，以军官训练团改组。

乙、豫东敌军向皖西移动，一部开往豫北转晋东。

丙、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以在兰封作战不听命令，处死刑。

丁、苏俄劝告日本停止轰炸不设防城巿人民。

６﹐１８（五，二一）

甲、北平南京伪组织发表和平宣言。

乙、苏联大使卢干滋离汉口返国。

丙、我空军炸东流敌舰。

丁、敌在皖南荻港登陆，我川军迎击。

戊、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陈毅在镇江卫岗开始与敌军接战。

６﹐１９（五，二二）

甲、粤海敌舰炮击潮阳。

乙、我空军沿江轰炸敌舰，命中四艘起火。

丙、鲁西之敌退出鱼台。

６﹐２０（五，二三）

甲、皖西敌陷潜山，进逼太湖。

乙、我空军续炸长江敌舰。

丙、豫东敌军为黄水所困，退出中牟。

６﹐２１（五，二四）

甲、粤海敌攻南澳，登岸者数百。

乙、德国驻华大使托德曼晤外交部次长徐谟，要求同意德籍军事顾问立即离华。

丙、行政院拨款救济河南黄灾。

６﹐２２（五，二五）

甲、我军克河南中牟尉氏。

乙、敌机袭汕头，南澳被占。

丙、敌运兵船一艘在安庆西触水雷，炸成虀粉。

６﹐２３（五，二六）

甲、敌舰窥马当要塞，我南岸守军李韫珩师，北岸薛蔚英师御之。

乙、海南岛形势紧急，法国军舰开往监视。

丙、苏联外长利瓦伊诺夫讲演，抨击侵略国，责民主国退让。

６﹐２４（五，二七）

甲、敌在东流上游之香口登陆，约五千人。

乙、我空军轰炸东流附近敌舰，沈两艘。

丙、外侨离汉口赴港。

丁、日本五大臣会议决定【今后支那事变指导方针】。

６﹐２５（五，二八）

甲、我军克香口，敌西犯马当，荻港我军获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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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我空军炸安庆东流敌舰，敌机炸湖口、彭泽、马当。

丙、粤海敌谋在汕尾登陆，被击退。

丁、美国务院令驻日大使格鲁促日本维持其控制区内之机会均等。

戊、上海汉奸顾馨一（米商公会长）被诛。

６﹐２６（五，二九）

甲、马当附近敌军登陆，我空军炸敌舰。

乙、南昌空战，我击落敌机六架。

丙、在皖南荻港登岸之敌为我川军击退。

丁、德大使托德曼被召回国。

戊、皖北我军克正阳关。

６﹐２７（五，三○）

甲、我军克马当附近之香山，敌仍猛攻马当，我阵地被突破一部。我空军炸沈马当江面敌舰

二只。

乙、豫北我军克济源。

丙、比国各大学教授宣言责日本滥炸中国城巿。

丁、东京英使访日外相宇垣一成。

６﹐２８（六，一）

甲、我空军炸东流敌舰，沉其一，并击落敌机二。

乙、苏北运河决口。

６﹐２９（六，二）

甲、马当镇为敌侵入，青山坝失守。

乙、财政部奖励对外贸易，订定办法二项。

６﹐３０（六，三）

甲、敌突破马当要塞，西犯娘娘庙。

乙、蒋委员长对伦敦每日快报记者谈话，外传英法义各使斡旋和平，我必须将主权完全收复，

否则不欢迎任何国家调停。

丙、道清路敌西犯，晋城失守。

丁、豫北我军克辉县。

戊、河北我游击队袭廊坊。

己、华侨七千五百余人被迫离海参崴赴新疆（黑河伯力华侨六千余亦送赴新疆）。

庚、中俄第二次信用借款五千万美元（五年）。

７﹐１（六，四）

甲、敌陷江西彭泽。

乙、敌机狂炸汕头。

丙、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袭镇江东南之新丰车站。

丁、天津电话局强为英方接收。

戊、山西伪省政府成立，苏逆体仁任伪首长。

７﹐２（六，五）

甲、蒋委员长申令地方长官不得擅离职守。

乙、敌舰犯湖口，被我空军击沈二只。

丙、敌机狂炸汕头，死伤百余人。

丁、英大使卡尔到汉口。

戊、陈独秀自汉口到重庆（旋赴江津定居）。

７﹐３（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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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我军反攻彭泽，并迎击窜犯湖口之敌，空军四度出动，炸敌舰。

乙、晋南我军大捷，克安邑，蒲县敌亦为我所败。

７﹐４（六，七）

甲、国府定七月七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

乙、敌机袭南昌机场，我机多架被毁。

７﹐５（六，八）

甲、敌陷湖口。

乙、德军事顾问福根豪森等二十六人奉召离汉回国（史坦因等二人拒不奉命）。

７﹐６（六，九）

甲、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开幕（在汉口）。

乙、我军反攻湖口彭泽。

丙、蒋委员长电慰抗战以来死难人员家属。

７﹐７（六，一○）

甲、今日为抗战建国周年纪念，蒋委员长发表告世界友邦书、告日本国民书，并向全国军民

广播，宣布日阀罪状，声明抗战决心。国民党发表告国民书、告同志书。

乙、各地举行献金。

丙、上海发生炸弹十五起，伤日人多名，租界内均悬国旗。

丁、我游击队袭天津及卢沟桥。

７﹐８（六，一一）

甲、我空军出动五次，轰炸沿江敌舰。

乙、外交部长王宠惠向世界广播，望切实制裁暴日。

丙、晋东敌陷济源。

７﹐９（六，一二）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蒋总裁兼任团长，陈诚为书记长。

７﹐１０（六，一三）

甲、参政会决议拥护政府长期抗战。

乙、我空军三次沿江轰击敌舰，沈其二大型舰。

丙、敌机炸潼关城内。

丁、我游击队克冀东乐亭。

７﹐１１（六，一四）

甲、广东自卫团大队长洪之政袭克南澳。

乙、参政会通过节约运动大纲。

丙、敌舰犯九江，与我狮子山江防炮队接战。

丁、敌机三次袭广九及粤汉路。

戊、俄军进入图们江下游之张鼓峰。

７﹐１２（六，一五）

甲、参政会议决拥护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共产党代表陈绍禹、青年党代表曾琦均有热烈

演说。

乙、我空军三度轰炸安庆一带敌舰，沈其三艘，我机毁一架。

丙、敌机狂炸武昌广州巿区，武昌死伤六百二十九人。

丁、香山黄山我军获胜。

７﹐１３（六，一六）

甲、我军克山东巨野菏泽定陶。

乙、我游击队克河北宁河（明日克宝坻）。

丙、日军占西沙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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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４（六，一七）

甲、参政会议决设省、县参议会。

乙、我空军在东流轰炸敌舰，毁其四艘。

丙、敌机滥炸广州，死伤近千人。

丁、我游击队克河北雄县。

７﹐１５（六，一八）

甲、国民参政会选出驻会委员二十五人，共同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努力奋斗，即闭幕。

乙、任命万耀煌为武汉卫戍副总司令兼第十五军团长。

丙、我游击队克江南奉贤。

丁、日本首相及外、财、陆、海大臣会议决定树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指导方策。

７﹐１６（六，一九）

甲、我空军在望江轰炸敌舰，毁其二艘。

乙、敌机袭武汉。

丙、我游击队克皖北蒙城涡阳。

７﹐１７（六，二○）

甲、晋南我军克垣曲。

乙、我空军四度轰炸湖口马当间敌舰，毁沈六艘。

丙、敌机袭南昌。

丁、我游击队破坏石家庄方顺桥铁路。

戊、日本向苏俄抗议张鼓峰事件。

７﹐１８（六，二一）

甲、敌机袭南昌，被我空军击落四架。

乙、日苏均积极调集军队。

丙、西班牙政府军向蒋委员长致敬。

７﹐１９（六，二二）

甲、敌机分批袭武汉，死伤人民八百余。

乙、我空军在湖口炸敌舰，命中三舰。

丙、日外相宇垣一成令驻苏日使重光葵再为张鼓峰事件抗议。

丁、英王乔治六世到巴黎。

戊、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到汉口。

７﹐２０（六，二三）

甲、前日为敌军攻陷之晋南垣曲县，复被我夺回。

乙、敌机炸岳阳，死伤八十余人。

丙、我空军炸湖口敌舰。

丁、日苏互相抗议张鼓峰事件。

７﹐２１（六，二四）

甲、我军在彭泽西南太平关获胜，获战车二十余辆。

乙、敌舰十余艘攻南澳。

丙、苏外长声明张鼓峰为苏领土，拒绝日本撤兵要求。

７﹐２２（六，二五）

甲、蒋委员长电巴黎【世界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巿大会】，制止日本暴行。

乙、香港总督罗富国到广州（７﹐２１）。

丙、敌机袭长沙，死伤三百余人。

７﹐２３（六，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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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敌军于九江东南之姑塘登陆，我守军预备第一师（新军）败退。

乙、山东我军克曹县。

丙、四川省政府代主席王缵绪到汉口。

７﹐２４（六，二七）

甲、九江东南战况紧张。

乙、【世界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巿大会】通过援华案，阻止以军火煤油供给日本。

丙、我高桂滋军在山西灵石截获敌车一列。

７﹐２５（六，二八）

甲、敌在九江洋油厂登陆，我守军李汉魂部退出九江，向西南移动。

乙、皖西敌进犯太湖。

７﹐２６（六，二九）

甲、蒋委员长电令党政人员惕厉刻苦，为民表率。

乙、东京英使克莱琪与宇垣一成谈判在华权益。

丙、云南主席龙云自汉口西返。

丁、张耀曾在上海病卒。

７﹐２７（七，一）

甲、皖西敌陷太湖。

乙、英外相哈里法克斯在上院宣称保护在华利益，准备对华借款。

７﹐２８（七，二）

甲、我空军轰炸湖口敌舰，命中七艘。

乙、我游击队克豫东柘城及冀东丰润。

丙、教育部调整高等教育：（一）设西北工学院及西北农学院，（二）于国立各大学设师范学

院，（三）改设江苏医学院。

７﹐２９（七，三）

甲、俄军在张鼓峰沙草峰之间构筑阵地。

乙、我空军炸湖口及鄱阳湖敌舰，沈其四艘。

丙、外交部长王宠惠到重庆。

丁、我军克山西阳城沁水。

７﹐３０（七，四）

甲、我军与敌激战于九江南之南昌铺沙河镇，互有重大伤亡。

乙、我军克山西晋城。

丙、杭州敌军劫去英国教会医院我伤兵百零三人。

７﹐３１（七，五）

甲、汪兆铭发表谈话，说明武汉各机关迁移重庆意义（次日，汪赴重庆）。

乙、九江敌强渡赛湖，未得逞。

丙、日军攻占张鼓峰沙草峰，苏军开始反攻。

丁、冀东我游击队攻唐山。

戊、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调职（以九江撤退为蒋委员长所不满）。

８﹐１（七，六）

甲、政府以张群为重庆行营主任，王缵绪真除四川省政府主席，胡次威为民政厅长，杨廉为

教育厅长，陈筑山为省府秘书长，蒋志澄为重庆巿长。

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丙、皖西日军陷宿松。

８﹐２（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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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军陷湖北黄梅。

乙、苏俄空军出动，炸毁朝鲜铁桥，张鼓峰发生炮战。

丙、日本内阁决定不扩大张鼓峰事件。

８﹐３（七，八）

甲、我军退出湖北黄梅，长江龙坪堤决，阻敌前进。

乙、我空军轰炸安庆敌舰及机场。

丙、敌机袭武汉，被我空军击落十二架，我机亦毁四架，伤二架。

丁、新任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到重庆。

戊、山西我军克离石。

８﹐４（七，九）

甲、太湖宿松黄梅成泽国。

乙、蒋委员长令武汉卫戍副总司令万耀煌固守二个半月以上。

丙、敌机袭南昌，伤亡八十余人。

丁、日使重光葵向俄外长提议日俄张鼓峰事件停止战斗行为。

戊、山东我军攻烟台。

８﹐５（七，一○）

甲、汪兆铭及行政院长孔祥熙到重庆。

乙、俄军连日以炮火轰击张鼓峰日军。

８﹐６（七，一一）

甲、伪皇协军黄宇宙吴朝汉李靖汉在安阳水治镇杀伪军长李福和（所谓东方佛郎哥）及日人

多名，实行反正。

乙、敌舰上驶，炮击武穴下游两岸。

丙、敌机五十余架袭武汉。

丁、我游击队与敌军战于通州之东。

戊、成都方面反对改组省府，刘文辉到重庆调解。

己、苏俄军炮轰日军阵地，空军炸断罗津铁路。

８﹐７（七，一二）

甲、蒋委员长调驻陕之第十七军团胡宗南部增援武汉。

乙、我空军在九江附近炸毁敌舰三艘。

丙、苏俄炮兵空军继续向日军轰击。

丁、日使重光葵二次与俄外长谈判。

８﹐８（七，一三）

甲、敌我连日在九江南之沙河激战，敌未得逞。

乙、敌机惨炸广州，死伤极重。

丙、戴传贤在西康甘孜祭班禅喇嘛。

８﹐９（七，一四）

甲、敌机四十余架袭广州，死伤二百余人。

乙、我游击队袭天津，救出第三监狱大部囚犯。

８﹐１０（七，一五）

甲、我空军两度炸湖口马当敌舰。

乙、苏日张鼓峰停战协议成立，即组勘界委员会。

８﹐１１（七，一六）

甲、我空军在九江炸沈敌舰三艘，伤五艘。

乙、敌机七十余架袭武汉，死伤六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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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我石友三军攻入济南城（与敌相持四日）。

丁、被拘于上海租界之八百孤军悬挂国旗，白俄商团制止，伤亡多人。

戊、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潘文华到重庆，商川省府改组问题。

８﹐１２（七，一七）

甲、敌机六十余架袭武昌，蒋委员长卫士死伤二十余人。

乙、四川省府主席王缵绪自汉口回成都。

８﹐１３（七，一八）

甲、蒋委员长发表【八一三周年纪念告战地民众书】。

乙、敌机狂炸湖北阳新，死伤千余人。

丙、我游击队进入北平近郊，与敌激战。另支袭滦县，毁油库。

丁、川省府主席王缵绪谈话，一切遵从中央命令。

戊、我军袭占泰安车站。

８﹐１４（七，一九）

甲、敌我两军连日在九江西之赤湖剧战。

乙、我游击队袭上海，一度占领虹桥机场。

丙、苏大使卢干滋由本国回抵汉口。

８﹐１５（七，二○）

甲、我空军炸九江敌舰，中伤二艘。

乙、政府公布【惩治汉奸条例】。

丙、我军克皖北蒙城。

８﹐１６（七，二一）

甲、长江敌舰炮击马头。

乙、敌机袭武汉，死伤三百余人。

８﹐１７（七，二二）

甲、敌陷山西永济，继续南犯。

乙、敌机袭长沙，死伤平民七百余人。

丙、我游击队克江苏南汇。天津游击队袭东局子敌机场。

丁、邓锡侯等回成都，川事商决。

８﹐１８（七，二三）我游击队袭攻徐州。

８﹐１９（七，二四）孙科自欧洲回抵香港。

８﹐２０（七，二五）

甲、敌军猛攻星子。

乙、伦敦盛传意大利调停中日战事，以汪兆铭为对手。

丙、驻英大使郭泰祺声明，中国政府不接受任何违法协议。

丁、杨虎城在长沙为戴笠所拘。

８﹐２１（七，二六）

甲、敌陷江西星子，我军退玉筋山。

乙、敌机两度袭武汉，伤巿民四十余人。

丙、我游击队袭上海虹桥飞机场。

８﹐２２（七，二七）

甲、敌在瑞昌东北朱庄使用毒气。

乙、敌犯风陵渡，潼关河防吃紧。

丙、我军与敌战于上海虹桥。

丁、汪兆铭告新闻记者，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陈独秀曾为文质国民党，民生主义是否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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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８﹐２３（七，二八）

甲、皖北敌进犯六安、霍山。赣北赤湖两岸剧战。

乙、江南我军袭击丹阳、金坛间之敌汽艇，大胜。

８﹐２４（七，二九）

甲、敌机袭击自香港飞汉口重庆之中国航空公司民航机桂林号，乘客徐新六、胡笔江等十二

人死之（拟袭孙科或宋子文，徐准备赴美商办借款）。

乙、孙科自香港抵汉口。

丙、敌攻占星子玉筋山，企图在星子南登陆，被击退。

丁、外交部否认意大利调停说。

戊、敌陷山西芮城。

己、冀东我军攻昌黎乐亭，破坏北宁路。

８﹐２５（闰七，一）

甲、赣北敌陷瑞昌，我军孙桐萱部西退。

乙、伪【中华民国教育总会】在北平成立。

８﹐２６（闰七，二）

甲、敌在星子使用毒气。

乙、美对桂林号事件向日抗议。

８﹐２７（闰七，三）

甲、蒋委员长接见路透社记者，否认意大利调停说。

乙、蒋委员长召集武汉区军师长会议。

丙、我军克皖北之太湖。

丁、敌舰炮击武穴马头。

戊、豫北敌陷济源。

己、德国大使托德曼回国。

８﹐２８（闰七，四）

甲、皖北我军克宿松。敌陷六安。

乙、赣北我军反攻瑞昌沙河，战事激烈。

丙、豫北敌陷孟县，晋南敌再陷风陵渡。

丁、游击队克江苏川沙。

８﹐２９（闰七，五）

甲、敌陷皖北霍山（川军与冯治安部未能合作）

。

乙、我游击队再袭上海虹桥。

丙、日本拒绝美国对桂林号事件之抗议。

丁、我军逼攻徐州，迫近城郊。

８﹐３０（闰七，六）

甲、皖北敌渡俾河，犯富金山，为宋希濂军所败。

乙、敌机袭广东南雄，被我空军击落六架。

丙、日陆相板垣支持１月１６日政府宣言。

８﹐３１（闰七，七）

甲、我军（关麟征部）在江西瑞昌大尖山大捷，敌军死伤三千余人（蒋委员长亲到前线指示）。

乙、豫北我军克济源沁阳。

丙、德国与捷克局势愈急，前英国商务大臣任锡曼积极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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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闰七，八）

甲、敌军猛攻江西星子白衣山桃花尖，并施放毒气，我军有壮烈牺牲，阵地不守。

乙、驻英大使郭泰祺访英外相哈里法克斯，促切实援华。

９﹐２（闰七，九）敌施用毒气，突破我南浔路马回岭阵地。

９﹐３（闰七，一○）

甲、我军克河南朱仙镇。

乙、敌机炸南昌巿。

丙、我游击队攻入豫北新乡。

丁、绥远游击队（贺龙部）克陶林。

９﹐４（闰七，一一）

甲、瑞昌西北竟日血战，敌施放毒气，我阵地未动。

乙、鄂东敌进犯广济，皖北敌犯河南固始，其旅团长沼田得重被击毙于富金山。

９﹐５（闰七，一二）

甲、皖南敌在大通铜陵羊山矶登陆。

乙、南浔路马回岭我军完全撤退，主力集乌石门。

丙、由香港飞昆明之欧亚公司第十五号机遭敌机袭击，受伤降落柳州。

丁、我军攻入介休车站，毁敌军需。

戊、德捷局势紧张，法作军事准备。

９﹐６（闰七，一三）

甲、我军退出鄂东广济。

乙、欧亚公司第十七号机在鄂境被敌机击落。

丙、敌拟封锁天津英法租界。

９﹐７（闰七，一四）

甲、南浔路我军（张发奎部）包围深入马回岭之敌，歼灭千余。

乙、我国正式要求国际联盟对日实施盟约第十七条（９﹐１０国联接受）。

丙、希特勒在纽伦堡演说，谓德已准备完成。

９﹐８（闰七，一五）

甲、鄂东我军（曹福林、韦云淞）在白崇禧副总参谋长指挥之下，大破敌军，夺回广济（旅

长陈德馨重伤殉国）。

乙、皖北敌军进陷河南固始，分犯潢川商城。

丙、鲁南我军一度克曲阜。

９﹐９（闰七，一六）

甲、敌军增援反攻广济。

乙、全国报界宣言，要求国联制裁暴日（今日国联行政院开会）。

丙、英法驻德大使访德外长，提出警告。

９﹐１０（闰七，一七）

甲、瑞昌西北激战又起。

乙、蒋委员长考虑五年抗战计划。

丙、伪皇协第二军李台部大半在临漳被歼灭。

丁、国联理事会邀请会员国对日实施盟约第十七条。

戊、英法备战，法向边境增兵，英海军集中。

９﹐１１（闰七，一八）

甲、广济东西及赣北续有激战。

乙、皖北敌陷富金山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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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２（闰七，一九）

甲、广济敌猛烈反攻。

乙、国联第十九届大会开幕。

９﹐１３（闰七，二○）

甲、晋西敌陷军渡，与我隔河炮战。

乙、我军克豫北温县。

丙、英国代办在武昌谒蒋委员长，商以汉口为安全区，被拒。

９﹐１４（闰七，二一）

甲、瑞昌敌军陷马头镇。

乙、我空军一日三炸虎门口外敌舰。

丙、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密令所属利用抗战机会图谋发展。

９﹐１５（闰七，二二）

甲、晋南夏县我军歼敌千余。

乙、英首相张伯伦飞德，与希特勒商捷克问题。

９﹐１６（闰七，二三）

甲、豫南敌陷商城，我于学忠、张自忠军南撤，敌猛攻潢川，孙连仲军御之。

乙、英首相张伯伦自德国贝兹加登飞返伦敦。

丙、日本外务省声明，如欧战发生，必根据反共协议之精神，加入作战。

９﹐１７（闰七，二四）

甲、日内阁决议拒绝国联实施盟约第十七条之邀请。

乙、以胡适代王正廷任驻美大使。

丙、远东英舰集中香港。

９﹐１８（闰七，二五）

甲、九一八七周年纪念，蒋委员长发【告东北同胞书】，令安心大胆，对敌奋斗。

乙、瑞昌我军击溃敌寇，克复四据点。

丙、敌机炸广九路及梧州柳州。

丁、我游击队夜入天津，散放抗战传单，张揭标语。

戊、法总理达拉第、外长庞莱到伦敦，晤张伯伦，决再令捷克让步。

９﹐１９（闰七，二六）

甲、瑞昌西南我军大捷，敌伤亡数千。

乙、敌陷鄂东武穴，进犯田家镇。

丙、国际联盟行政会通过中国依盟约第十七条之规定，邀请日本接受国联历次决议案。

９﹐２０（闰七，二七）

甲、豫南敌陷潢川北城，施放毒气。我军孙连仲、张自忠部退大别山。

乙、田家镇战事激烈，沙子脑及富池口南岸阵地不守。

丙、日军大举向冀察晋边区进犯（以五台山为目标）。

９﹐２１（闰七，二八）

甲、田家镇附近经我李品仙军猛烈反攻，夺回失去阵地，形势稳定。

乙、晋西我军克复柳林。

丙、敌机首次袭贵阳。

丁、冀南我军克大名。

９﹐２２（闰七，二九）

甲、豫南敌陷罗山，川军败走。

乙、蒋委员长自汉口到宋埠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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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驻石家庄之伪皇协军岳鹏部三千人反正，毙敌三百余。

丁、敌人主宰下之伪【中国联合委员会】在北平成立，王克敏、王揖唐、朱深、梁鸿志、温

宗尧、陈群诸逆为委员。

戊、日本拒绝国际干涉中日问题。

己、捷克接受英法提案，张伯伦二次飞德晤希特勒。

庚、鲁西我军克济宁。

９﹐２３（闰七，三○）晋西我军克军渡。

９﹐２４（八，一）

甲、敌陷鄂东富池口要塞。

乙、我胡宗南军反攻罗山，毙敌数千，敌施放毒气，退守罗山城。

丙、外交部长王宠惠为日本拒绝国联根据盟约第十七条之邀请，发表声明，请国联立即援用

第十六条之规定，对日实施制裁。

丁、张伯伦、希特勒二次谈话不谐，即回英。英海军备战，莱茵边境法军全部武装。

９﹐２５（八，二）

甲、我军克田家镇广济间之松口。

乙、商城敌猛烈南犯我大别山麓，施用大量毒气。

丙、敌向冀晋察边区分路进攻（９﹐２０已开始）。

９﹐２６（八，三）

甲、瑞昌武宁间大激战，敌被包围，我团长杨家骝殉国。

乙、豫东我军克归德。

丙、美总统罗斯福函德捷元首希特勒、贝尼斯呼吁和平。

９﹐２７（八，四）

甲、国联理事会决援用盟约第十六条，对日经济制裁，由各国采取自认为适当之步骤（９﹐

２９正式通过）。

乙、我空军大队轰炸罗山之敌。

丙、廖磊任安徽省府主席，石友三任山东省府委员。

丁、敌陷鄂东富池口。

９﹐２８（八，五）

甲、商城西南打船店血战十一昼夜，敌伤亡总额达三千人。

乙、瑞昌武宁间大战仍在进行。田家镇战况稳定。

丙、敌机首次袭昆明，炸昆华师范，被击落三架。

丁、欧洲局势愈紧，英海军动员。

９﹐２９（八，六）

甲、毛泽东致蒋委员长亲笔函，在蒋领导之下，坚信国共两党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

日寇终必失败。

乙、瑞昌武宁间我军大捷，歼敌四个联队。

丙、南浔线我军（薛岳部叶肇军）在德安大捷，歼敌二千余人。

丁、鄂东敌陷田家镇要塞。

戊、皖南我军克宣城（去年１２﹐７失陷）

。

己、日外相宇垣一成与陆相板垣征四郎冲突，辞职（近卫暂兼外相）。

庚、英法德义四巨头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会于德国慕尼黑，商捷克问题（希

特勒邀请）

。即成立协议，捷克之苏台区归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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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冀察晋边区游击队袭败日军于广灵西南之张家湾，毙敌第二十六师联队长正亚大佐。

９﹐３０（八，七）

甲、连日商城西南剧战。

乙、豫北我军克武陟。

丙、唐绍仪在上海被利斧砍死（敌屡以唐为伪组织首领）。

１０﹐１（八，八）

甲、蒋委员长对路透社记者谈话，希望英国实施国联决议，援用盟约第十六条之制裁办法。

乙、瑞昌武宁间我军（薛岳兵团）傅立平师克复麒麟峰。

丙、豫南我军获胜，进逼商城。

丁、新疆全疆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迪化开幕。

戊、外交部电告胡适，对美方针：１请美促英勿与日本妥协，２促美对日采远距离封锁，３

维持上海公租界之地位，４修正中立法，区别侵略国与被侵略国，５对日禁运军火及军用品，

６短期间对华借款，７勿以飞机、煤油、铜铁售给日本。

１０﹐２（八，九）

甲、我空军炸罗山敌炮兵阵地。

乙、豫南张自忠军克光山（１０﹐４﹖）。

丙、第十五军团长万耀煌奉命离汉口赴宣化店指挥（已决定不守武汉）。

１０﹐３（八，一○）

甲、蒋委员长对美联社记者谈话，指出美国与国联作有效之合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之重要

性。

乙、鄂南敌由木石港西犯，我空军飞往轰炸，我陆军开始总攻，将木石港克复。

丙、皖北我军克潜山。

丁、敌陷山西五台、灵邱。

１０﹐４（八，一一）

甲、敌陷鄂东半壁山，赣北敌陷隘口。

乙、敌机袭重庆梁山，被我空军击落二架。

丙、以张厉生代理察哈尔省府主席。

丁、我军克察省赤城。

戊、敌军三万集台湾，谋窥粤闽。

１０﹐５（八，一二）

甲、敌陷河北阜平。

乙、我空军三度飞罗山歼敌。

１０﹐６（八，一三）

甲、美向日抗议其在华行动，认为违反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原则，侵害美人利益（１０﹐２

７公布）。

乙、敌猛攻湖北阳新。

丙、我空军四次飞罗山轰炸。敌猛力进犯信阳。

丁、敌机八十余架袭粤境各地。

戊、英下院讨论援华，外次谓决努力履行国联决议。

己、豫北我军克修武。

１０﹐７（八，一四）

甲、豫南敌据信阳南之柳林车站。

乙、浙江我军克海盐。

１０﹐８（八，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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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皖北我军克桐城。

乙、豫北我军克修武。

丙、蒋委员长电罗斯福，盼发起远东永久和平会议。

１０﹐９（八，一六）

甲、敌陷湖北蕲春，营长谭灿华殉国。

乙、我空军夜袭田家镇武穴之敌舰。

丙、李宗仁到夏店，指挥豫南战事。

１０﹐１０（八，一七）

甲、双十节蒋委员长发告全国国民书。

乙、俄大使接莫斯科覆电，拒我订立互助协议之建议。

丙、国府明令慰劳前方将士。

丁、南浔线德安我军（薛岳兵团）奇捷，敌万余人经我三日来之猛攻，伤亡殆尽（敌一○一

及一○六两师团几全歼灭）。

戊、豫南我军第十三师克柳林。

己、鲁南我军克泰安。

庚、我空军两度夜袭田家镇敌舰。

１０﹐１１（八，一八）

甲、敌舰在广东大鹏湾集中。

乙、南浔线我军克马回岭。

丙、敌机昨夜袭衡阳，被我击落五架。

１０﹐１２（八，一九）

甲、敌约万人在广东大鹏湾登陆，与我军战于澳头。

乙、豫南敌陷信阳，一部窜越平汉线，胡宗南军退桐柏。

丙、晋北我军反攻五台，血战六日，毙敌二千。

１０﹐１３（八，二○）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勉广东军民抗战。

乙、鄂南阳新西南剧战。

丙、豫南敌陷信阳。

丁、皖北我军克霍山。

戊、敌机狂炸广东惠阳。

１０﹐１４（八，二一）

甲、敌陷湖北阳新。

乙、广东敌军越过平山淡水，攻惠阳。

丙、敌机狂炸惠阳及粤汉线。

丁、伪皇协军王子心部二千余人在邢台反正。

戊、蒋委员长电海外侨胞，扩大征募。

１０﹐１５（八，二二）

甲、敌陷广东惠阳，我军莫希德师退出。

乙、敌机百八十架狂炸粤境。

丙、蒋委员长函请罗斯福予中国以财政经济援助。

１０﹐１６（八，二三）

甲、敌陷广东博罗，白崇禧自武汉赴广州指挥。

乙、日军陷豫南商城。

丙、中央党部发告粤省党员书，发动民众，协助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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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７（八，二四）

甲、我军与敌战于博罗增城间。

乙、湖北敌陷石灰窑。

丙、山西我军克昔阳平定。

丁、敌机百五十架六次炸株洲。

１０﹐１８（八，二五）

甲、武胜关洞炸毁。

乙、河北我军反攻阜平。

１０﹐１９（八，二六）

甲、广东敌军陷增城。

乙、鄂南敌猛犯黄石港。

丙、敌机两度袭株洲。

丁、罗斯福覆蒋委员长，俟适当时机来临，当尽力以谋重建远东法律及秩序。

１０﹐２０（八，二七）

甲、敌陷湖北大冶。

乙、胡适电蒋委员长，美国尚不能以实力主持公正和平（又云苏美均不愿中国讲和，故苏俄

以武器相助，美国以经济相助）。

１０﹐２１（八，二八）

甲、敌陷广州，余汉谋退韶关。

乙、王宠惠约晤美大使约翰逊，盼美国给中国以更大援助，同时主张公道，以谋和平（１０

﹐２２外交部电胡适）。

１０﹐２２（八，二九）

甲、豫南商城敌越大别山，犯麻城。信阳敌越平靖关，犯应山。

乙、敌机狂炸武汉。

丙、河北我军攻入涿鹿。

丁、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电劝汪兆铭，严拒对日本和平条件（路透社消息

谓汪曾谈及对日和平条件）。

戊、朱德到汉口，谒蒋委员长（次日返华北）。

１０﹐２３（九，一）

甲、汪兆铭电覆陈嘉庚，谓抵抗侵略与不拒和平，并非矛盾，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

生存，何必拒绝（１０﹐２６﹖）。

乙、广东虎门失陷。

１０﹐２４（九，二）

甲、是晚蒋委员长离武汉赴衡山。

乙、敌军进至黄陂。

丙、路透社电传中日正议条件，蒋委员长将辞职，陈嘉庚电询孔祥熙、宋子文是否事实。

丁、汉口巿长吴国桢告记者，巿内敌产不施行炸毁。

１０﹐２５（九，三）

甲、武汉我军撤退（武汉人力物力事先均撤退或炸毁），敌军于下午入汉口。

乙、敌机炸株洲。

丙、陈嘉庚电汪兆铭，请严拒妥协之门。

１０﹐２６（九，四）

甲、敌陷湖北金牛镇、安陆、孝感。

乙、美政府向日本抗议其侵害在华之美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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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察东我军袭入宣化。

丁、汪兆铭电陈嘉庚，谓侵略国破坏和平，被侵略国保障和平，抵抗侵略。

１０﹐２７（九，五）

甲、敌陷武昌西南之贺胜桥。

乙、河北敌退出阜平，狼狈东窜（敌围攻晋冀边地计划失败）。

丙、山东敌袭济阳商河惠民等县（１０﹐３１被沈鸿烈主席击退）。

丁、陈嘉庚电蒋委员长谓汪兆铭谬谈和平，乞坚决实践庐山宣言。

１０﹐２８（九，六）

甲、敌陷江西德安、湖北咸宁、安徽贵池。

乙、国民参政会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通过陈嘉庚提案，【敌人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梁实秋曾反对）。

丙、进犯冀察晋边区之日军第一旅团长常冈宽治在广灵张家湾被击退（一说常冈阵亡）。

丁、日本外务省警告法国允以援华物资经过越南。

１０﹐２９（九，七）

甲、牯岭孤军坚守。

乙、蒋委员长在长沙与各将领会商战局。

丙、汉口特三区（旧英租界）英军撤退，由日宪兵接防。

丁、日本以有田八郎为外务大臣。

１０﹐３０（九，八）蒋委员长到南昌视察，当即返长沙。

１０﹐３１（九，九）

甲、蒋委员长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坚定抗战信念（近日和议谣言颇炽）。

乙、敌机狂炸南昌。

１１﹐１（九，一○）

甲、参政会通过拥护蒋委员长，继续抗战。

乙、长沙军事会议，检讨作战经过（１１﹐３毕）。

丙、英首相张伯伦在下院演说，英在华贸易，未可悲观，日本必须以英国资本建设中国。

丁、豫南我军克息县。

１１﹐２（九，一一）

甲、敌沿粤汉路南犯蒲圻。

乙、蒋委员长电覆陈嘉庚，抗战决策，已发布告国民书，详切揭示，务期贯澈。

１１﹐３（九，一二）

甲、敌首相近卫广播，决继续对华作战，申明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盼国民政府抛弃从来错

误政策，另由其它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

乙、南京北平伪组织王克敏诸逆举行所谓【第二次中国联合委员会议】。

丙、四川军政首长王缵绪、杨森等电请蒋委员长莅川。

丁、晋南风陵渡敌炮击潼关。

戊、冀察晋边区游击队袭自五台东犯之日军。

１１﹐４（九，一三）

甲、湖北日军陷蒲圻通山赵李桥，张发奎、汤恩伯部御之。

乙、蒋方震卒于广西宜山，年五十七岁。

１１﹐５（九，一四）

甲、敌陷湖北崇阳嘉鱼。

乙、敌机袭川，与我空军战于梁山。

丙、晋北五台之敌，连遭我袭击，歼灭千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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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会讲演，驳斥陈绍禹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案，中共须

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由。

１１﹐６（九，一五）

甲、国民参政会二次大会闭幕。

乙、敌陷湖北应城皂巿。

丙、我便衣队袭济南伪省府。

丁、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会通过关于各级党部工作纪律案。

１１﹐７（九，一六）

甲、敌陷湖北崇阳。

乙、山西运城盐池南岸激战。

丙、日本之【北支那开发会社】及【中支那振兴会社】开业。

丁、英美法向日本抗议其封锁长江及独占航行贸易权（１１﹐１４日拒）。

１１﹐８（九，一七）

甲、湘鄂路我军退出羊楼洞车站。

乙、广东我军反攻惠阳三水，一部逼近广州北郊。

丙、敌机十八架首次袭成都，投弹百余枚，我机四架迎击，击毁敌机二架。

丁、日机炸长沙衡阳。

１１﹐９（九，一八）

甲、敌（第十一师团）陷湖北通城，另路陷湖南湘阴。

乙、广东我军分三路逼近广州四郊。

丙、英国会辩论对华政策，外次白特勒声明政府决遵守国际条约，援助中国。

丁、前任苏俄远东红军总司令白鲁杰（即嘉伦）

被斯大林枪毙（

１０﹐２２被捕）。

１１﹐１０（九，一九）

甲、湘鄂路敌军陷羊楼司，侵入湘境。

乙、敌舰驶至城陵矶，企图登陆。

丙、敌机狂炸湖南浏阳常德桃源平江。

丁、英外务次长白特勒在下院演说，决维护既存之条约权利，绝不容许任何单方面之改变，

并将继续与美国合作，以保障九国公约及门户开放之效力。

戊、土耳其总统凯末尔病卒。

己、美总统罗斯福电蒋委员长，对中国人民勇毅抗战与所受痛苦表示钦佩与同情。

１１﹐１１（九，二○）

甲、敌在城陵矶登陆，与沿武长路进犯之敌，攻击岳阳。

乙、汉口大火，沿汉水民房，尽付一炬。

１１﹐１２（九，二一）

甲、敌陷湖南岳阳。

乙、蒋委员长自南岳赴韶关，策划反攻广州。

丙、广东我军猛攻从化。

１１﹐１３（九，二二）

甲、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以敌寇逼近长沙，下令焚城，全巿数十处同时起火（传１１﹐１

２张接到焚毁长沙密电）（至十八日尚未完全熄灭）。

乙、英美法三国分别向日本抗议封闭长江。

１１﹐１４（九，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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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覆英美法抗议，拒绝开放长江。

乙、皖北敌军退出六安。

丙、庐山我孤军击退来犯之寇。

１１﹐１５（九，二四）

甲、美国进出口银行予我以信用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

乙、鲁北敌陷聊城，我山东省政府委员兼行政专员范筑先及县长郑佐衡等殉国。

丙、英大使卡尔抵重庆（曾在长沙晤蒋委员长，知中国抗战决心极坚）。

丁、长沙大火仍未熄，全城付之一炬，一片瓦砾。

戊、敌机第二次袭成都，投弹数十枚。

己、皖南敌陷宣城。

庚、苏北敌陷睢宁。

辛、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六中全会。

１１﹐１６（九，二五）

甲、蒋委员长自南岳到长沙视察。

乙、北平伪组织召开【反共救国大会】。

丙、英义协议今日起发生效力。

１１﹐１７（九，二六）

甲、我军攻广东三水，敌陷东莞。蒋到韶关。

乙、我军克湖北崇阳。

丙、察省蔚县南进敌百余人被我歼灭。

丁、行政院统计室发表，截止十月初，战区九省，共七百九十六县，完整者四百八十九县（６

１﹒４４％），县长能在辖境内执行职权者二百四十八县（３１﹒１５％），完全不能行使职

权者五十九县（７﹒４１％）。

戊、敌机炸南宁龙州。

己、广州大火。

庚、英美及美加商约签字。

１１﹐１８（九，二七）

甲、日覆拒１０﹐６美抗议书，日政府正以全力建立新秩序，过去不适用之观念与原则无裨

益于今日及明日之情势。

乙、长沙大火仍未熄，蒋委员长令严惩负责人员。

丙、敌以第五师团长安藤代古庄干为华南日军总司令。

丁、敌机滥炸宜昌西安。

戊、驻德之美大使被召回（美不满德之排犹举动）。

己、皖北敌陷泗县。

１１﹐１９（九，二八）

甲、英大使卡尔离重庆赴香港，对我抗战精神表示敬佩，声明英无强人委屈求和之意。

乙、长沙大火渐平息，烧毙数千人。

丙、敌机袭陕北榆林。

丁、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影佐祯昭与今井武夫大佐携【中日关系调整方针】到上海，交高

宗武、梅思平（高曾于今春到东京代表汪精卫进行和平会商，与影佐会晤，是年秋，今井在

上海再与高梅相商，拟订一【中日和平条件草案】）。

１１﹐２０（九，二九）

甲、长沙大火负责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团长徐昆枪决，省府主席张

治中革职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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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岳阳正面敌军后撤。

丙、敌机炸宜昌、南宁、延安。

丁、日本大佐影佐与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会商日华和平，签订【

日华协议记录】及共同谅解事项。

戊、日人经营之【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龙烟炼铁厂）开始出铁，规模宏大。

１１﹐２１（九，三○）

甲、日外相有田八郎访美大使格鲁，谈远东问题。

乙、敌机袭桂林。

丙、豫南敌退出罗山。

１１﹐２２（一○，一）

甲、苏北敌陷宿迁。

乙、我空军袭广州。

丙、行政院议决西康准予建省。

丁、上海美侨宣言驳日对美覆牒，请美各界支持当局行动。

１１﹐２３（一○，二）

甲、我军克复武胜关及商城。豫南敌退出潢川。

乙、广东敌沿广九路南犯。

丙、英首相张伯伦、外相哈里法克斯、外次贾德干赴巴黎。

丁、日机狂炸西安。

１１﹐２４（一○，三）

甲、驻日英大使克莱琪访外相有田，拒绝日本封闭长江之理由（

美法亦不接受）。

乙、英大使卡尔自重庆到上海。

丙、蒋委员长电外交部召回驻德大使陈介。

丁、上海英法美比加丹挪瑞典侨商团体宣言，要求各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保护在华利益，

取销日人独占。

戊、广九路敌陷宝安，粤北我军克从化。

己、河北我军克南宫。

１１﹐２５（一○，四）

甲、蒋委员长在南岳举行军事会议，说明第二期抗战须转守为攻，坚忍持久，以济远大，忠

诚朴拙，和衷共济，提高精神与道德修养，改造军队与社会。

乙、我军克湖北罗田。

丙、广九路敌陷深圳。

丁、英首相张伯伦等离法回英。

戊、伪【汉口治安维持会】成立。

１１﹐２６（一○，五）

甲、豫北我军克延津，鄂东克英山。

乙、广九路深圳敌军侵入英界，一度占英军守望台。

１１﹐２７（一○，六）

甲、日本照会英美法义，拒绝开放长江。

乙、敌千余攻河北新河，为我军（张荫梧）击退，夺回县城。

丙、中国教育学术联合会十二团体在重庆举行年会（１１﹐３０闭会）。

１１﹐２８（一○，七）

甲、南岳军事会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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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广九路敌陷沙头角。

１１﹐２９（一○，八）

甲、上海日海军当局公报，长江对第三国决不开放，亦不容第三国援助中国。

乙、敌机狂炸宜昌常德。

丙、广东从化有剧战。

丁、行政院通过节约建国储金条例。

１１﹐３０（一○，九）

甲、蒋委员长自南岳抵桂林，以白崇禧为桂林行营主任，节制第三、四、九战区。

乙、山东我军克复聊城。

丙、英使卡尔在上海谈话，否认调解中日战争，英无与日妥协之可能。

丁、意大利索回科西嘉突尼斯运动开始。

戊、敌以杉山元继寺内寿一为华北日军总司令。

己、广东敌军退出深圳。

庚、日本御前会议通过【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及要领】（影佐高宗武协议）。

１２﹐１（一○，一○）

甲、广东我军克从化南之太平场。

乙、敌机三次炸湖南益阳，并狂炸桂林巿区（时蒋委员长在桂林）。

１２﹐２（一○，一一）

甲、滇缅公路完成。

乙、李宗仁白崇禧勉广西军民抗战。

丙、敌机又炸桂林巿区。

丁、苏北我军猛烈反攻宿迁。

１２﹐３（一○，一二）

甲、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成立，白崇禧为主任（另以程潜为汉中行营主任，卫立煌为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二，顾祝同第三，白兼第四，由张发奎代，李宗仁第五，朱绍

良第八，陈诚第九，薛岳代）

。

乙、鄂南咸宁我游击军大捷，毙敌六百余，毁卡车三十余辆。

丙、广州敌向西江探进，陷九江镇。

丁、法国抗议意大利之索地运动（英亦提出交涉）。

戊、宁波防守司令王皞南以玩视命令，被正法。

１２﹐４（一○，一三）

甲、我便衣队攻入广州巿。

乙、我空军轰炸南京敌军事建设及敌军。

１２﹐５（一○，一四）

甲、美总统罗斯福在北嘉大学演说，主领导民主国家，以挽救世界。

乙、广东敌陷江门，并再陷鹤山。

丙、敌机三次炸肇庆。

丁、山西敌陷襄陵。

１２﹐６（一○，一五）

甲、英上院讨论远东政策，外次朴莱茅斯谓英国决遵守九国公约义务，与美一致，并考虑经

济援华。

乙、汪兆铭谈话，积极建设沦陷区域。

丙、周佛海自重庆飞昆明（１２﹐７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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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法德和平宣言在巴黎签字。

戊、我游击军在浦东活动，敌伤毙二十余人。

己、内蒙伊盟沙王到陕北榆林。

１２﹐７（一○，一六）

甲、英下院讨论对华门户开放问题。

乙、广东惠阳敌军西撤。

丙、上海青年二人在浦东敌防区内插青天白日旗，被获。

丁、皖南我军（川军郭勋祺）与敌连日激战于铜陵境内。

１２﹐８（一○，一七）

甲、日外相有田八郎邀美大使格鲁英大使克莱琪会晤，主修改对华门户开放原则及九国公约。

谓东亚新形势之要素，为中日【满】之经济集团。

乙、蒋委员长自桂林抵重庆。

丙、我游击军在德州告捷，敌死伤颇多。

丁、冯玉祥副委员长到重庆。

１２﹐９（一○，一八）

甲、蒋委员长与汪兆铭、孔祥熙、张群、王宠惠等商今后大计，决作独立奋斗之准备。

乙、英商务大臣史丹莱向下院提出出口信用担保法。

丙、英前外相到纽约。

丁、湘北敌军南犯，迫新墙河北岸。

戊、敌以杉山元继任华北日军总司令。

己、广东敌军退出惠阳，即为我军收复。

庚、四川中江以征粮征丁办理不善，人民包围县城。

辛、我空军炸沈安庆敌舰二艘。

１２﹐１０（一○，一九）

甲、外交部长王宠惠谈话，日本所谓东亚新形势，系以违约手段所造成，今以此为废止或修

改九国公约理由，颠倒因果，淆乱是非，莫此为甚。

乙、日报纸以英决以经济援华，扩大出口信用担保保证金额，对英大肆抨击。

丙、湖北老河口义籍神甫为敌作间谍，被破获，即离华。

１２﹐１１（一○，二○）

甲、广东我军收复博罗。

乙、山西我军进攻东镇（侯马南），毙敌百余，切断同蒲路交通，毁汽车二十余辆，汽油千

余箱。

１２﹐１２（一○，二一）

甲、美国大使约翰逊奉召离重庆回国，报告中国情势（驻英之美大使亦奉召回国）。

乙、蒋委员长在重庆扩大纪念周报告，对战局前途极为乐观。

丙、敌陷山东东平，县长李仲麟壮烈殉国。

丁、汉口日军与法租界为难，断绝饮水蔬菜。

戊、日本大藏省会议通过明年度增税二万万元。

己、敌军用列车过天津东开。

庚、我军炸毁保定南之平汉路铁桥。

１２﹐１３（一○，二二）

甲、艾登与罗斯福晤谈。

乙、苏日渔约谈判不协。

丙、行政院通过西康省政府委员，以刘文辉任主席。又任命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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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山东我军克章邱。

戊、前上海伪【大道巿政府督办】苏逆锡文被敌扣留（苏与新任伪上海巿长傅逆宗耀相争，

日前傅曾遇刺）。

１２﹐１４（一○，二三）

甲、英相张伯伦演说外交政策，充实国防，努力和平。

乙、英下院讨论九国公约问题，外次白特勒声明不承认单方面之改约行动。

丙、广东敌图在中山唐家湾上岸，被击退。

丁、山西河津敌军进犯禹门。我军破坏闻喜之铁道公路电线。

戊、天津敌军禁中外人士出入法租界，并布置电网。

１２﹐１５（一○，二四）

甲、英下院通过出口信用担保额数自五千万镑提高至七千五百万镑。

乙、东京朝日新闻谓九国公约已成废纸。

丙、汉口日军停止法租界食粮供给。

丁、日本成立【兴亚院】。

戊、中美桐油借款成立，额数为二千五百万美金，由美国建设银公司担任，中国银行担保，

五年期满（中国财政代表团陈光甫与美方商谈已三月）。

１２﹐１６（一○，二五）

甲、汪兆铭访晤蒋委员长。

乙、我别动队冲入广州。

丙、中英信用借款成立，首批四十五万镑。

丁、山西闻喜我军获胜。

戊、日本设置【兴亚院】，柳州平助任总务长官。

己、政治部长陈诚在重庆招待新闻界。

庚、驻德大使陈介呈递国书（此事德方一再刁难）。

１２﹐１７（一○，二六）

甲、中美借款成立，各债券一致高涨。

乙、天津英法租界形势严重，日军检查出入，禁菜贩入内。

丙、近三日我军在晋南中条山获捷，敌伤亡七八百人。

丁、敌机炸绥南杭锦旗桃力庙，蒙汉人死伤三百余。

１２﹐１８（一○，二七）

甲、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会长汪兆铭秘密离重庆出走。

乙、日俄渔业谈判僵持。华北敌军向关外调动。

丙、皖南敌犯青阳，与我郭勋祺部（川军）战。

１２﹐１９（一○，二八）

甲、日外相有田八郎语外报记者，九国公约原则已不能无条件的应用于东亚之新局势，美国

对华借款为不适当之行为，日本将加强其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努力，日满支经济集团并无

排斥第三国利益之用意。

乙、我空军连日迭炸广州。

丙、美大使馆武官史迪威经湘桂黔到重庆（１２﹐２８晋见蒋委员长）。

１２﹐２０（一○，二九）

甲、美财长摩根索公布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之中美白银协定延长，中国仍可借用美汇。

乙、英国对华出口信用借款第二批五十万镑成立。

丙、外部痛驳昨日有田八郎之谰言。

丁、英相在下院讲远东时局，愿予中国以经济援助，并于公允合理条件下，协助中日结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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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戊、行政院决议，改组广东省政府，以李汉魂代吴铁城为主席。

己、蒋委员长自重庆到西安。

庚、汪兆铭自昆明赴河内。

辛、陈公博到昆明，转赴河内（陈请张群、朱家骅转蒋委员长一函，盼对汪兆铭宽大，俾作

最后努力）

。

壬、伪【广东治安维持会】成立。

１２﹐２１（一○，三○）

甲、美国旧金山华侨阻止美军火输运日本。

乙、南京伪组织梁鸿志温宗尧陈箓诸逆飞北平，出席所谓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丙、第八路军贺龙部自晋西北进向河北（１９３９﹐２抵达冀中）。

１２﹐２２（一一，一）

甲、敌相近卫文●发表【更生中国】之国交调整根本方针，（一）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

与新生政权相提携，建设【东亚新秩序】；（二）日【满】【支】实行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三）在未达此项目的之先，日本在华北及内蒙地区屯驻军队，以求日【支】完全无缺之提

携合作；（四）中国应予日本臣民在其领土内以居住营业之自由权，尤其是在华北及内蒙予

日人以特别开发上之便利；（五）日本之目的，既非领土，亦非军费赔偿，惟要求新中国以

建立【东亚新秩序】之一份子之立场，执行其义务；（六）日本非但尊重中国主权，更将进

而考虑取消治外法权，归还租界（汉奸殷同奔走建议）。

乙、日本各报对英美贷款援华，猛烈抨击。

丙、广东北海附近敌舰数十艘全部驶去。

１２﹐２３（一一，二）

甲、外交部痛斥昨日近卫之狂妄声明，日本破坏中国独立完整，关闭中国门户之基本政策，

丝毫未变。

乙、英美法一致抨击近卫声明。

丙、孔祥熙电劝汪兆铭。

丁、我游击队攻入江苏常熟太仓，斩太仓伪县长黄颂声。

１２﹐２４（一一，三）

甲、广东东江我军一度攻入增城，北江我军克从化。

乙、敌机炸长沙、株洲、梧州、西安。

丙、蒋委员长自西安返抵重庆。

１２﹐２５（一一，四）

甲、山西汾阳临汾洪洞河津等处之敌约二万人大举西犯。

乙、汪兆铭到香港。

丙、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自重庆飞昆明。

丁、我游击队进至武昌汉阳郊外。

戊、重庆各界举行盛大纪念会。

１２﹐２６（一一，五）

甲、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揭穿其灭华阴谋，我决守定立场，抗战到底。并申明汪兆铭行

动与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毫无关涉。

乙、东京英美大使分访有田，质问在华权益被侵事。

丙、敌机袭川，在合川江北投弹。

１２﹐２７（一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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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晋西南一带激战，蒲县陷落。

乙、敌机袭梧州柳州。

１２﹐２８（一一，七）

甲、缅甸政府声明不干涉军火经缅运华。

乙、绥远我军袭入归绥城。

丙、河北我游击队拆毁徐水路轨，敌军车二列倾覆。另支克唐县。

１２﹐２９（一一，八）

甲、汪兆铭自香港电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时汪仍在河内），主依照近卫声明之媾和条件与

日本谈判（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乙、敌机狂炸桂林曲江常德，桂林受祸尤惨，巿区几全毁于火（

航空委员会昨移桂）。

丙、晋敌陷大宁。

丁、我游击队在鄂南通城毙敌二百余人。

１２﹐３０（一一，九）

甲、蒋委员长召见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严令该军及共党勿破坏河北省行政系统。

乙、我空军飞南京侦炸。

丙、晋敌陷乡宁。

丁、豫东我军在淮阳获胜，围攻县城。

１２﹐３１（一一，一○）

甲、蒋委员长在重庆新运协会讲演提倡正当娱乐，振作国民精神。

乙、美国再向日照会，重申在华立场，现行条约不容片面废止，不承认所谓东亚新秩序。

丙、晋敌自乡宁陷吉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驻此），我军围攻离石。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３９──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己卯

１﹐１（一一，一一）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汪兆铭违法乱纪，永远开除党籍，撤除一切职

务，此后一以上月二十六日蒋总裁之演词为标准，奋斗不屈。

乙、国府重申严缉民族叛徒、傀儡汉奸。

丙、菲律宾加拿大停止军火输日。

丁、牛津大学全体教授电蒋委员长致敬，同情我之英勇抗战。

戊、赣北我军向修水北岸之永修德安出击，克复据点多处。

己、皖南我军克繁昌。

庚、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康定，刘文辉任主席。

辛、敌机袭延安。

壬、周作人在北平遇刺。

１﹐２（一一，一二）

甲、蒋委员长电云南省府主席龙云，说明中央对汪兆铭案处置经过，希勖勉所部，洞察奸人

阴谋，坚守国策，勿稍摇惑。

乙、晋敌自吉县西犯，与我隔河炮战。

丙、上海敌之内河航轮因我军袭击，悉停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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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沪杭路被我破坏不通。

戊、大金寺案由康藏代表在德格解决。

１﹐３（一一，一三）

甲、晋西我军大举反攻。

乙、高级将领陈诚、龙云、薛岳等通电拥护领袖，抗战到底，并主制裁汪兆铭。

１﹐４（一一，一四）

甲、敌近卫内阁以对华作战困难，媾和不成，国际形势恶劣，全体总辞；平沼骐一郎组阁，

有田八郎续任外务大臣（近卫之去，实受蒋委员长上月二十六日讲演之打击）。军部向平沼

提出条件，强化动员法，达成侵华目的（近卫改任不管部大臣）。

乙、汪兆铭函覆孔祥熙，决于适当条件下，以谋和平。

丙、美总统对国会演说，抵抗侵略国家，如坐视他国被侵，必自蒙害，民主国家应行联合。

１﹐５（一一，一五）

甲、英首相张伯伦发表书面谈话，欢迎昨日美总统对国会之咨文。

乙、李宗仁、白崇禧及张发奎、余汉谋电请通缉汪兆铭。

丙、河北我军克蠡县。

１﹐６（一一，一六）

甲、晋南及晋西我军反攻获胜。

乙、敌相平沼广播，继续近卫内阁之对华政策。

丙、英报鼓吹对日经济报复。

丁、豫东我军克鹿邑（１﹐１失守）。

戊、皖南克宣城（１﹐４失守）。

１﹐７（一一，一七）

甲、晋西我军克复大宁。

乙、河北敌军陷尧山。

丙、敌机袭重庆。

丁、邓锡侯、王缵绪自成都到重庆，谒蒋委员长。

１﹐８（一一，一八）

甲、晋西我军大捷，克复吉县。

乙、敌机袭衡阳襄阳。

丙、汪兆铭再度发表和平宣言。

１﹐９（一一，一九）晋西我军克乡宁蒲县。

１﹐１０（一一，二○）

甲、行政院决议以石友三代刘汝明为察哈尔省府主席。

乙、敌机袭重庆、泸州、南宁、北海、沙市。

丙、英首相张伯伦到巴黎。

丁、中爱（爱沙尼亚）友好条约在伦敦互换（１９３７﹐１２﹐２１签字）。

１﹐１１（一一，二一）

甲、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自晋到洛阳就职。

乙、我游击队出现廊坊，拆断平津交通。

丙、中菲协定，菲允我难民入境居住。

丁、敌机袭桂林、南昌、吉安。

戊、英首相张伯伦到罗马。

１﹐１２（一一，二二）

甲、苏北我军在淮阴西之大于集大捷，毙敌九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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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我空军飞扬州炸敌军火。

丙、广州敌军北犯。

丁、晋西南东禹门激战。

戊、敌机袭桂林、北海、衡阳、株洲。

１﹐１３（一一，二三）

甲、我空军炸湖北黄陂敌军火。

乙、山西灵石伪警全体反正。

丙、贵州省府主席吴鼎昌自重庆抵昆明（１﹐１６回黔）。

１﹐１４（一一，二四）

甲、英国照会日本，声明不接受或承认任何武力造成之状态，可以谈判方式修改。

乙、美国宣布禁止对日飞机及部分材料输出。

丙、英首相张伯伦离罗马回伦敦。

１﹐１５（一一，二五）

甲、财政部通告战区海关税收被日人劫持，所有海关担保债赔各款，应就所存税款摊付，中

央银行不再透支偿还。

乙、敌机狂炸重庆市区，平民死伤三百余人。

丙、敌机炸潼关、贵县。

丁、西南实业协会在重庆开会。

１﹐１６（一一，二六）

甲、绥远我军克复萨县及包头南之大树湾。

乙、国联理事会一○三次会议开幕，顾维钧演说，吁请援华。

１﹐１７（一一，二七）

甲、广州敌军进陷粤汉路之新街。

乙、湖北敌军进犯天门京山。

丙、湖南省政府改组，薛岳代张治中为主席。

丁、顾维钧在国联行政院会议演说，要求制裁暴日，请组织委员会施行各方案。

戊、钱玄同卒于北平（１８８７生）。

己、中共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翌日选高岗张邦英为正副议长，２﹐４闭幕）。

１﹐１８（一一，二八）

甲、湖北敌陷京山。

乙、敌机袭西安。

丙、美国舰队司令颜露尔自上海溯江西上赴芜湖视察。

１﹐１９（一一，二九）

甲、蒋委员长电勉全国士绅，协助政府推行兵役，积极开放地方经济，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乙、法国照会日本，不容片面废除九国公约（与美英一致）。

丙、美总统批准在关岛筑港，于太平洋中部设置坚强海军根据地。

１﹐２０（一二，一）

甲、中央常会推蒋委员长任参政会议长。

乙、国联行政院决议重申１９３７﹐１０﹐６、１９３８﹐２﹐２及９﹐３０决议案，并由

各会员国及其它与远东时局有直接关系各国，就中国之要求以有效方法，予以援助。

丙、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等组织【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

丁、山西我军反攻同蒲路南段，包围侯马。

戊、美禁日本公债在夏威夷发行。

己、湘鄂游击队在蒲圻击毁敌之军火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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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敌大本营公布对华作战以来损失飞机一千零十架。

１﹐２１（一二，二）

甲、敌首相平沼在国会讲演，凡中国人民不能了解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之目的，而继续

抗战者，决将其消灭。外相有田演说，以中日【满】合作为新秩序之基础，对中【满】实施

若干限制办法。如军火仍经安南运华，决采适当办法。日本决与共产国际继续对抗，日苏渔

油问题未决，情形严重。

乙、广东北江敌陷花县。

丙、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次全体会议开幕，蒋总裁讲敌战略政略俱失败，我

应强化精神力量，抗战到底。

１﹐２２（一二，三）

甲、晋南敌大举犯中条山。

乙、美国海陆军公报，关岛筑港，在强迫日本向民主国家要求开会讨论太平洋问题。

１﹐２３（一二，四）

甲、我空军轰炸广州湾附近日舰。

乙、晋东敌陷和顺。

丙、苏北我军克窑湾。

１﹐２５（一二，六）

甲、鄂中我军克京山。

乙、晋南我军击退进犯中条山之敌。

丙、敌机狂炸洛阳。

丁、晋东敌第十一师团高桥旅团陷和顺。

１﹐２６（一二，七）

甲、蒋委员长在五中全会讲述外交方针与国策。

乙、西班牙国民军占巴萨龙纳。

１﹐２８（一二，九）

甲、五中全会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指挥，推蒋总裁为委员长（中共建议共

产党加入国民党，或由两党组织各级共同委员会，进行合作，未被接受）。

乙、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开会。

１﹐３０（一二，一一）

甲、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闭幕。

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奉蒋命到河内，送交赴欧美护照与汪。

丙、晋东敌陷辽县。

丁、北平敌捏造吴佩孚之谈话（明日发表吴之【绥靖委员长】就职通电）。

戊、新疆重庆无线电话通话。

１﹐３１（一二，一二）

甲、行政院决议派严立三（重）代理湖北省政府主席。

乙、重庆行营结束，另于成都西昌分设行辕，由贺国光、张笃伦分任主任。

丙、敌机袭南宁韶关。

丁、英大使卡尔自上海抵天津。

２﹐１（一二，一三）

甲、第八路军克河北任邱。

乙、晋南霍县战况激烈。

丙、中共之晋绥边区行政会议公布施政纲领（续范亭任边区行署主任）。

丁、上海敌限牯岭外侨于旬日内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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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中央政治会议与国防最高会议合并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张群为秘书长。

２﹐２（一二，一四）冀南敌陷威县，当晚被我克复。

２﹐３（一二，一五）

甲、晋东第一二九师部克辽县。

乙、冀中第八路军贺龙部击退自河间来犯之日军。

２﹐４（一二，一六）

甲、敌机三十六架分二批狂炸贵阳万县，市区大火，损失惨重。

乙、天津市民致书英大使，请转英政府对华多加援助。

丙、南京北平伪组织所派驻日人员强占我东京使馆。

２﹐５（一二，一七）

甲、我机炸毁晋南敌机四十余架。

乙、英大使卡尔抵北平。

２﹐６（一二，一八）

甲、我空军袭武昌。

乙、苏日军在额尔古纳河岸冲突。

丙、冀境我军毁高邑平汉路，覆敌兵车。

丁、行政院通过【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

戊、蒋委员长嘉奖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２﹐７（一二，一九）

甲、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

乙、我空军炸粤海三灶岛敌舰。

丙、行政院以方策代河南省府主席（程潜任西北行营主任）。

２﹐８（一二，二○）桐油借款（？）。

２﹐９（一二，二一）我空军炸芜湖敌舰，毁一机。

２﹐１０（一二，二二）

甲、敌在海南岛登陆，陷海口。

乙、高宗武奉汪兆铭命到东京，与日本商中国时局善后办法。

丙、我游击队袭毁沪西伪警所。

２﹐１１（一二，二三）

甲、蒋委员长谈话，敌犯海南岛，无异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

乙、我军克皖南繁昌。

２﹐１２（一二，二四）

甲、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开幕，蒋议长致词。

乙、自鄂北败回汉口敌兵，发生暴动。

丙、敌续在海南岛榆林港登陆（２﹐１４？）。

２﹐１３（一二，二五）

甲、法英分向日本质问日军登陆海南岛事。

乙、我军收复湘鄂间之羊楼司。

２﹐１４（一二，二六）行政院以张荫梧任河北民政厅长。

２﹐１５（一二，二七）

甲、敌机袭长沙，被我空军击落八架。

乙、蔡廷锴在广西贵县就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为夏威）。

２﹐１６（一二，二八）中苏航空线试航。

２﹐１７（一二，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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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参政会通过（一）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二）举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运动。

乙、国府重申整饬官箴令。

丙、伦敦泰晤士报指出日本南进野心。

２﹐１８（一二，三○）

甲、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蒋委员长勉国人策进战时生活。

乙、河北我军克深泽。

丙、美总统罗斯福抨击独裁者及侵略国家。

２﹐１９（一，一）

甲、参政会通过拥护二期抗战国策。

乙、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在上海被刺毙命。

丙、敌机炸广九路深圳，袭英兵营，死印兵九人（２﹐２３日道歉）。

丁、世界反侵略运动代表大会通过援华制日案。

２﹐２０（一，二）

甲、敌机三十架袭兰州，被我空军击落九架。

乙、蒋议长在参政会报告国民精神总动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

志集中，力量集中）。

丙、鄂中敌陷天门。

丁、豫北我军克武陟，豫东捷于扶沟常集。

戊、川省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开幕（教部召集）。

２﹐２１（一，三）

甲、参政会第三次会议闭幕。

乙、豫东我军克杞县。

丙、高宗武到日本长崎。

丁、国府派刘峙为重庆卫戍总司令。

戊、汉奸前招商总经理李国杰（李鸿章之孙）在上海被刺死。

己、河北良乡房山伪自卫军万余反正。

２﹐２２（一，四）

甲、敌机狂炸襄阳、荆门。

乙、上海敌方对工部局要求逮捕恐怖分子，扩充日警，改组工部局，必要时日军可在租界内

有广泛措施权，局势颇紧。

２﹐２３（一，五）

甲、敌机三十八架袭兰州，被我空军击落六架，市区被炸。

乙、沪郊我游击队极为活跃。

丙、苏日军又在额尔古纳河附近冲突。

２﹐２４（一，六）

甲、兵役补充会议闭幕（２﹐２０开幕）。

乙、鄂中敌陷岳口。

丙、山西同蒲线灵石以东剧战，毙敌二千余。

丁、参政会决议组织川康建设期成会。

２﹐２５（一，七）

甲、苏北敌犯淮阴（２﹐２８？）。

乙、上海工部局覆日方要求。

２﹐２６（一，八）重庆市各界举行献金运动（各地继之）。

２﹐２８（一，一○）天津敌在英法租界四周布铁丝网，英对日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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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一，一一）

甲、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开幕。

乙、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在重庆举行（３﹐４闭会）。

丙、上海南京路发生炸弹案四起。

丁、重庆昆明长途电话通话。

戊、大阪附近军火库被焚。

己、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一期开学。

３﹐２（一，一二）

甲、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自山西进抵鲁西郓城。

乙、中缅试航机抵昆明。

３﹐４（一，一四）

甲、蒋委员长出席全国教育会议致训。

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允与日本共同镇压租界内之恐怖分子。

３﹐５（一，一五）

甲、山西敌陷静乐，继续西犯。

乙、新任法大使戈思默抵渝（３﹐１０呈国书）

。

３﹐６（一，一六）

甲、鄂中敌陷锺祥。

乙、敌机袭陕甘宁，宁夏被炸极惨。

丙、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在渝举行（３﹐１０闭幕）。

３﹐７（一，一七）敌机猛炸西安，天水行营参谋长张春笙等罹难。

３﹐８（一，一八）

甲、英财相西门宣布中英新借款成立，共一千万镑，用以增强外汇基金（即平衡基金借款）。

乙、敌机狂炸宜昌，自上午八时至下午四时。

丙、晋西敌自静乐陷岚县。

３﹐９（一，一九）

甲、全国教育会议闭幕。

乙、敌机又轮炸宜昌。

３﹐１０（一，二○）

甲、斯大林在俄共第十八次大会演说，指中日战争为新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分，苏俄今后惟

有自力自卫，愿与邻邦建立亲切友谊。

乙、山西我军克岚县。

丙、蒋委员长电李宗仁，严令李品仙廖磊两部分向襄河以东及平汉路以西地区进攻日寇侧背；

另电卫立煌袭击开封。

３﹐１１（一，二一）豫北敌陷济源（明日为我军克复）。

３﹐１２（一，二二）

甲、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

乙、敌机狂炸洛阳。

３﹐１３（一，二三）

甲、共军（第十八集团军）赵成全等围攻河北深县马王庄之河北省保安第三旅。

乙、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在昆明开会。

３﹐１４（一，二四）

甲、中越航空线开始通航（３﹐１５？）。



- 1214 -

乙、敌机炸宜昌西安。

丙、斯洛伐克与捷克分离，宣告独立。

３﹐１５（一，二五）

甲、德国以捷克为保护国，德军开入捷京。

乙、赣北我军克都昌。

丙、重庆河内航空开始。

３﹐１６（一，二六）

甲、西安行营主任程潜电蒋委员长陕甘边区共军擅组【特区政府】，勒索钱粮，强抽壮丁，

请严令制止。

乙、鄂中敌图渡襄河，未果。

丙、鲁东我军克文登（３﹐１１失陷）。

丁、希特勒宣布以斯洛伐克为德保护国。

３﹐１７（一，二七）

甲、赣北敌谋渡修河南犯，激战于观音阁。

乙、晋南我军克浮山。

丙、敌机炸襄樊郑州吉安。

丁、德军开入斯洛伐克。

戊、英相张伯伦演说斥责希特勒。

己、词曲家吴梅卒于云南大姚。

３﹐１８（一，二八）

甲、河北我军克定县。

乙、敌猛攻庐山我孤军。

３﹐１９（一，二九）晋西我军克离石。

３﹐２０（一，三○）

甲、赣北敌攻武宁。

乙、蒋委员长委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丙、周佛海自香港到上海。

３﹐２１（二，一）

津渡修河。 甲、赣北激战，敌一股由

乙、汪兆铭在河内遇刺不中，曾仲鸣重伤身死（刺客为重庆派来）。

丙、上海除奸，毙伪船舶管理局长。

３﹐２２（二，二）

甲、南浔线左翼血战，我军不利。

乙、我空军炸广州敌机场。

丙、战地党政委员会成立，蒋中正为主任，李济琛为副主任。

丁、法大使戈思默离渝赴沪。

戊、英法声明保证罗马尼亚安全。

３﹐２３（二，三）

津阵地，安义失守。 甲、赣北敌自永修突破我

乙、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自重庆返抵南昌。

丙、晋南敌再陷浮山。

３﹐２４（二，四）

甲、我空军袭广州机场，毁敌机十架。

乙、敌陷赣北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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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湘北我军分路向岳阳出击。

丁、中苏通航，渝哈段开始（寻停）。

戊、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会成立。

３﹐２５（二，五）

甲、赣北激战于万家埠及武宁，敌陷奉新。

乙、蒋委员长电美总统罗斯福，请注意中立法修正案中对侵略国与被侵略国应有之区别。

３﹐２６（二，六）

甲、鄂东我军克浠水。

乙、皖南我军反攻青阳贵池铜陵。

丙、财长孔祥熙谈话，盐税担保之债务，暂不能十足偿付。

３﹐２７（二，七）南昌失守。

３﹐２８（二，八）

甲、赣北敌陷武宁。

乙、晋南我军再克浮山。

丙、豫南我军猛攻信阳。

丁、汪兆铭发表第三次和平声明。

３﹐２９（二，九）

甲、我军克奉新。

乙、粤境我军克江门。

丙、敌机袭四川梁山。

丁、晋南解县运城敌进犯芮城平陆（第七次进犯中条山）。

戊、中英订立币制基金借款一千万镑。

３﹐３０（二，一○）

甲、赣北高安附近激战。

乙、美向日本抗议日机轰炸美国在华教会。

３﹐３１（二，一一）汪兆铭发表【举一个例】

，为其主和辩护。

４﹐１（二，一二）

甲、赣北高安方面敌陷祥符观。

乙、河北我军克宁津庆云。

丙、日海军占据太平洋斯巴特莱群岛。

４﹐２（二，一三）

甲、晋南我军克朱仙镇（我四月攻势开始）。

乙、敌机狂炸西安。

４﹐３（二，一四）

甲、赣敌陷高安。

乙、广东我军再克江门。

丙、晋南我军克安泽。

丁、英首相张伯伦演说，力求与苏联接近。

４﹐４（二，一五）

甲、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及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公布。

乙、蒋委员长西昌行辕开始办公，张笃伦为主任。

丙、我封锁宁波镇海港口（４﹐５？）。

４﹐５（二，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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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广东我军克新会。

乙、驻日英大使克莱琪到上海晤驻华英大使卡尔。

丙、日陆军大臣板垣在师团长会议中称中日战争结束为期尚远，必须施行国民总动员。

４﹐６（二，一七）

甲、日机狂炸衡阳。

乙、海南岛我军克安定。

４﹐７（二，一八）

甲、我空军炸南昌之敌。

乙、意大利进攻阿尔巴尼亚。

丙、西班牙国民军政府加入反共集团。

丁、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４﹐８（二，一九）

甲、江西我军克高安。

乙、湘北我军克君山。

丙、晋南我军再克芮城。

丁、敌机廿五架袭昆明，被我空军击落二架。

戊、敌机狂炸金华上饶。

己、蒋委员长接罗斯福函，对３﹐２５去电表示赞许。

庚、汪兆铭发表【告国人书】。

辛、意大利兼并阿尔巴尼亚。

４﹐９（二，二○）

甲、我军大举反攻南昌。

乙、孙科第三次到莫斯科。

丙、广东我军克花县。

丁、希特勒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戊、江南我军克宜兴。

己、伪津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程锡庚在英租界被刺杀。

４﹐１０（二，二一）

甲、豫东我军（孙桐萱部）攻入开封（伪绥靖委员会正开会）。

乙、周恩来过江西泰和，晤熊式辉。

４﹐１１（二，二二）

甲、南昌敌反攻，再陷高安。

乙、苏北我军攻海门。

丙、山西中条山我军猛力反攻。

丁、吴敬恒发表【对汪精卫【举一个例】进一解】，痛斥其卖国行为。

４﹐１２（二，二三）

甲、我军再度攻入开封。

乙、英国宣布援助希腊罗马尼亚。

４﹐１３（二，二四）

甲、豫东我军克复通许。

乙、晋西北我军克五寨。

丙、国府公布建设公债条例（六万万元）。

丁、我空军再飞杭州炸敌。

戊、敌炸云南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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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二，二五）

甲、广东我军克复增城。

乙、国府公布军需公债条例（六万万元）。

丙、美总统罗斯福电希特勒、墨索里尼，主开国际会议。

４﹐１５（二，二六）英法苏接洽军事合作。

４﹐１６（二，二七）

甲、广东我军反攻，逼近广州。

乙、谢持在成都病卒（１８７６生）。

４﹐１７（二，二八）

甲、蒋委员长广播，勖国民以必死决心，完成抗战建国大业。

乙、蒋委员长谈话，痛斥投降理论，决抗战到底（以英大使将来渝，盛传为斡旋和议）。

丙、蒋委员长告美大使约翰逊，盼予军事补给及经济援助。

丁、山西我军克翼城。

戊、驻英大使郭泰祺访英外相哈里法克斯商反侵略阵线扩至远东问题。

４﹐１８（二，二九）

甲、广东敌又陷增城。

乙、汪兆铭与日本大佐影佐等晤谈。

４﹐１９（二，三○）

甲、广东我军克新会、从化。

乙、英大使卡尔抵重庆。

丙、襄樊连日被敌机狂炸。

４﹐２０（三，一）

甲、我军三袭开封，攻入车站西关。

乙、同蒲线我军炸覆敌兵车。

４﹐２１（三，二）

甲、近二十日我军各线出击，克复重要城镇七十余处。

乙、广东我军再克增城，敌又陷新会。

丙、绥远我军攻固阳。

丁、庐山我军退出牯岭。

４﹐２２（三，三）

甲、英大使卡尔谒蒋委员长。

乙、我空军炸九江敌舰。

丙、敌机狂炸河南内乡。

４﹐２３（三，四）

甲、江西我军再克高安及祥符观，鄂南克通城。

乙、日本宣布统辖我东沙、西沙、南沙群岛。

４﹐２４（三，五）赣北我军克大城。

４﹐２５（三，六）

甲、蒋委员长电孙科，盼斯大林与英法商谈时，特别注意提出远东方面之集体安全问题。

乙、河北我第八路军贺龙部歼敌于河间东北之齐会。

丙、英大使卡尔在重庆谈话，否认调和之谣。

丁、汪兆铭离河内赴上海（日本参谋部派课长影佐祯昭及犬养健先期来河内）。

４﹐２６（三，七）

甲、江西我军攻占高安之白石岭，毙敌八百余，另枝攻占南昌附近之谢埠，高安城内残敌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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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奉新靖安被我围攻。

乙、中央常会决议第一届参政员任期延长一年。

４﹐２７（三，八）

甲、江西我军攻占南昌飞机场。

乙、敌机炸闽南长汀厦门大学。

丙、蒋委员长电龙云切劝汪兆铭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断绝与日寇往来。

４﹐２８（三，九）

甲、江西我军进抵南昌市郊。

乙、德元首希特勒演说废止英德海军协定及一九三四年德波互不侵犯协议，拒绝美总统罗斯

福之建议。

４﹐２９（三，一○）

甲、南昌大火。

乙、鄂南我军突攻咸宁汀泗桥。

丙、我空军炸晋南运城之敌。

丁、南郑空战，击落敌机二架。

戊、刘伯承部袭击河北任县国军。

己、蒋委员长接见英大使卡尔，盼英俄谈判所获谅解，宜推广至远东。

４﹐３０（三，一一）敌机炸湖南宝庆辰溪。

５﹐１（三，一二）

甲、今日起，全国实施精神总动员，蒋委员长广播勉励国民复仇雪耻，国民月会开始举行。

乙、鄂北敌向随县进犯。

丙、鄂南我军攻入崇阳。

丁、交通部长张嘉璈抵昆明。

５﹐２（三，一三）

甲、鄂北豫南敌大举进犯襄樊以东地带。

乙、敌机狂炸福州市区。

丙、山东我军克费县。

５﹐３（三，一四）

甲、敌机炸重庆市区。

乙、汪兆铭离河内赴上海。

丙、我军冲入济南。

丁、莫洛托夫继利瓦伊诺夫为苏俄外长。

戊、日外次泽田要求英美大使改组上海公共租界组织（英美拒之）。

５﹐４（三，一五）敌机狂炸重庆，市区大火，死者四千四百人，伤三千一百余。

５﹐５（三，一六）

甲、我军反攻南昌，军长陈安宝阵亡。

乙、苏北我军克邳县。

丙、重庆市民向乡间疏散（三天内离市区者约二十五万人）。

５﹐６（三，一七）

甲、汪逆兆铭自河内到上海。

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通电讨伐叛逆。

丙、湖北我军克礼山。

丁、重庆各报出联合版。

５﹐７（三，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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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全国生产会议在重庆举行。

乙、我空军炸广州敌机场。

丙、鄂北敌陷随县枣阳。

５﹐８（三，一九）鄂北敌窜距襄樊东四十里地方。

５﹐９（三，二○）蒋委员长通令川滇黔严禁种烟。

５﹐１０（三，二一）

甲、豫南鄂北敌陷新野。

乙、敌机炸泉州市区。

丙、交通部长张嘉璈抵缅甸美苗，晤缅甸总督。

５﹐１１（三，二二）

甲、敌占鼓浪屿。

乙、豫南我军克新野。

丙、广东我军再克江门新会。

丁、贺国光任重庆市长。

戊、日俄军在诺门坎冲突（哈刺欣 Kal之役）。

５﹐１２（三，二三）

甲、日军陷南阳。

乙、敌机晚间袭渝，被击落三架。

丙、英土订立互助协定。

丁、交通部长张嘉璈抵仰光，晤缅甸内阁总理。

５﹐１３（三，二四）鄂北豫南敌陷唐河。

５﹐１４（三，二五）豫南我军克岳口。

５﹐１５（三，二六）豫南我军（孙连仲）克唐河，敌东退。

５﹐１６（三，二七）

甲、豫南我军克桐柏及淮河店，毙敌四千余。

乙、英美法军在鼓浪屿登岸，监视日军（日军等退去）。

丙、山东我军再冲入济南。

丁、张嘉璈自仰光抵槟榔屿。

５﹐１７（三，二八）蒋委员长发表【告各省市政府及全国军民书】，命加强防空（５﹐１

５？）。

５﹐１８（三，二九）鄂北我军克枣阳。

５﹐２０（四，二）交通部长张嘉璈抵曼谷，晤暹罗国务总理。

５﹐２１（四，三）英美照会日本，不容变更上海租界组织。

５﹐２２（四，四）

甲、鄂北我军逼攻随县，敌犯襄樊企图失败。

乙、国联理事会开会，顾维钧演说，呼吁制止日机在华暴行。

丙、德义同盟条约签字。

５﹐２５（四，七）敌机炸重庆，被击落两架。

５﹐２７（四，九）

甲、湘北敌再犯新墙河北岸，被我击退。

乙、国联理事会通过援华案。

５﹐２８（四，一○）鄂中我军攻锺祥，敌犯潜江。

５﹐３０（四，一二）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闭幕，发布宣言，阐述心理、政治、经济建设。

５﹐３１（四，一三）天津日军司令限英方于一周内将４﹐９程案凶犯交付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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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四，一四）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自上海飞抵日本东京。

６﹐２（四，一五）晋西中阳离石剧战。

６﹐４（四，一七）汪兆铭、周佛海到东京。

６﹐５（四，一八）军事委员会设立新闻检查局。

６﹐６（四，一九）

甲、孙科与米高扬在莫斯科开始谈判中俄商约（孙科将蒋委员长函交米高扬转斯大林，盼中

俄合作）。

乙、英国拒绝日本５﹐３１引渡人犯要求。

丙、日本五大臣会议决定树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方针。

６﹐７（四，二○）周恩来致书政治部长陈诚，要求中央承认陕甘宁边区，扩大中央现有兵

力，解决河北问题。

６﹐８（四，二一）

甲、通缉汪兆铭。

乙、日军陷山东蒙阴。

６﹐９（四，二二）财政部调整外汇汇率。

６﹐１０（四，二三）

甲、蒋委员长召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规诫共军信守诺言，服从政府命令，解决各地

纠纷。

乙、日军陷山东沂水莒县。

６﹐１１（四，二四）晋南我军恢复平陆茅津渡。

６﹐１２（四，二五）

甲、中共新四军与国军在湖南平江冲突。

乙、天津日军封锁英法租界，于各入口处布置障碍物。

丙、汪兆铭发表【抗战之真相】。

６﹐１４（四，二七）日军封锁天津英法租界。

６﹐１５（四，二八）英向日本抗议封锁天津租界。

６﹐１６（四，二九）

甲、日本首相及外财陆海大臣会议汪兆铭之中国时局善后办法。

乙、中俄在莫斯科订立新通商协议（１９４０﹐１﹐５俄批准；１﹐２３中批准）。

６﹐１８（五，二）英外部发表声明，指日本封锁天津租界在迫使英国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

盼日本重新考虑，否则英将采取有效步骤，以保护在华权益。

６﹐１９（五，三）蒋委员长接见平准基金委员会英籍委员罗杰士，盼严格执行审查外汇办

法。

６﹐２１（五，五）

甲、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即第八路军）贺龙吕正操部围攻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于深县北

马庄，民军旅长李侠飞等二百余人死之。

乙、日军陷汕头。

丙、英外部发表谈话，盼日本了解英之处境困难。

６﹐２２（五，六）日军陷广东潮安。

６﹐２３（五，七）

甲、日军陷浙江定海。

乙、法国土耳其订立互助协议。

６﹐２４（五，八）

甲、蒋委员长接见法国大使戈思默谈中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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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英抗议日军在天津之野蛮行动。

６﹐２６（五，一○）

甲、汪兆铭到北平，与华北伪组织商合流。

乙、晋南我军克垣曲。

６﹐２７（五，一一）天津英租界情势稍缓。

６﹐２８（五，一二）

甲、香港与福州温州航运中断。

乙、日本表示天津租界事件可经由谈判解决。

６﹐３０（五，一四）颁布【限制异党（中共）

活动办法】（此后中共被称为奸党）。

７﹐１（五，一五）

甲、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添置第三处，以陈果夫为主任（侍从室约成立于１９３２年，

第一处主军事，第二处主政务，第三处主人事）。

乙、中俄订立第三次信用借款一亿五千万美元，定期十年。

丙、财政部公布【限制进口物品】及【出口货物结汇办法】。

７﹐３（五，一七）财政部公布【进口物品请购外汇办法】。

７﹐５（五，一九）日军陷于浙江温岭。

７﹐６（五，二○）日机夜袭重庆，被击落一架。

７﹐７（五，二一）蒋委员长为抗战二周年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告日本民众书】，及【告

友邦人士书】，并【电慰抗敌阵亡将士家属】。

７﹐８（五，二二）苏俄驻华大使卢干滋于返国途中覆车殒命。

７﹐９（五，二三）斯大林函覆蒋委员长，不久可使爱好和平之国家在远东联合，日本力量

已有衰弱之兆。

７﹐１０（五，二四）

甲、汪兆铭到青岛，与王克敏等会议。

乙、日军陷广东中山。

７﹐１４（五，二八）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永远开除褚民谊周佛海陈璧君等党籍。

７﹐１５（五，二九）英日在东京谈判日军封锁天津英租界问题。

７﹐１６（五，三○）何应钦向周恩来要求改编新四军。

７﹐１７（六，一）我军克广东潮安。

７﹐１８（六，二）

甲、行政院议决派顾维钧、郭泰祺、钱泰为出席国际联盟大会第二十届常会代表。

乙、外汇平准基金管理委员会限制供应外汇，黑市猛涨。

丙、美政府商修正中立法，无结果。

丁、日军陷山西晋城。

７﹐２１（六，五）日机在贝尔池附近被俄机击落十四架。

７﹐２２（六，六）

甲、蒋委员长电召宋子文、钱新之、叶琢堂自香港来重庆商金融问题。

乙、上海奸徒袭击中美日报、华美晚报及大晚报。

丙、南京日侨举行反英游行，北平伪市政府布告扩大反英运动。

丁、日机炸广西柳州、南宁等城。

７﹐２３（六，七）

甲、我军克湖南岳阳临湘间之云溪。

乙、日机炸湖南芷江。



- 1222 -

丙、中国边疆学会在重庆成立。

７﹐２４（六，八）英大使克莱琪与日外相有田签订协定（７﹐２２），英允不采取反对日

本在华必要措施之行动。

７﹐２５（六，九）外交部发言人声明，盼英政府于英日东京会议所采取之态度，应符合其

法律上及道德上之对华责任。

７﹐２６（六，一○）美国宣布废止美日商约（美国民意测验，赞成者百分之八十一）。

７﹐２７（六，一一）

甲、英国对华新贷款三百万镑成立。

乙、日本内阁及大本营联席会议决定，除处理中国事变外，并须解决南方问题，断绝越南缅

甸与中国交通。

７﹐２８（六，一二）英大使卡尔向外交部声明，英政府不因东京会谈而变更对华政策。

７﹐２９（六，一三）日德互惠通商草约在柏林签字。

７﹐３０（六，一四）蒋委员长电驻美大使胡适及陈光甫，促请美政府积极增援我外汇平准

基金。

８﹐１（六，一六）

甲、蒋委员长电川康黔三省于两年内禁绝烟毒。

乙、汪兆铭到广州。

８﹐２（六，一七）第一一五师败日军于鲁西梁山。

８﹐３（六，一八）英外相通告驻外使馆说明其远东政策，暂时仍藉谈判以解决英日纠纷，

部份的满足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之要求。

８﹐４（六，一九）日本内阁决定设立蒙疆统一政权要纲。

８﹐５（六，二○）晋东我军克长治。

８﹐６（六，二一）

甲、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夏令营在重庆举行。

乙、诺门坎俄军向日反攻。

８﹐７（六，二二）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８﹐１２（六，二七）

甲、日军封锁天津英法租界。

乙、驻英大使郭泰祺抗议英方将涉嫌天津程锡庚被刺案之四华人移交日方。

丙、蒋委员长发表【再告士绅及教育界人士书】

。

８﹐１３（六，二八）【八一三】二周年纪念，蒋委员长发表【

告上海同胞书】，称赞其在【八一三】战役中之贡献，勉其忍耐艰苦，建立精神堡垒。

８﹐１４（六，二九）英日东京会谈破裂。

８﹐１５（七，一）德国通知苏俄，愿派外长里宾特罗甫访问莫斯科。

８﹐１６（七，二）广东日军进驻深圳，封锁香港。

８﹐１９（七，五）德俄商务协议在柏林签字。

８﹐２１（七，七）日本对英发表强硬声明。

８﹐２２（七，八）交通部决定缓筑滇缅铁路西段，加紧进行公路工程。

８﹐２３（七，九）

甲、德俄互不侵犯协议在莫斯科签字。

乙、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到重庆，访晤蒋委员长。

８﹐２４（七，一○）中央常会议决开除梅思平、高宗武党籍。

８﹐２５（七，一一）英国波兰互助协定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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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６（七，一二）

甲、我空军炸南京。

乙、通缉周佛海、陈璧君。

８﹐２７（七，一三）蒋委员长电各省军政长官，阐明国际形势演变，最后必与我抗战目的

完全符合，应把握时机，加紧准备。

８﹐２８（七，一四）

甲、蒋委员长接见记者，谓国际形势演变不影响我抗战，决贯澈既定方针，奋斗到底。

乙、蒋委员长接见尼赫鲁，谈中印合作及印度独立问题。

丙、汪兆铭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丁、阿部信行继平沼为日本首相（８﹐３０阿部内阁成立，自兼外务大臣）。

８﹐２９（七，一五）

甲、英驻美大使与国务卿赫尔商对日问题，及撤退驻华英兵事。

乙、德军完全占领斯洛伐克。

９﹐１（七，一八）

甲、德军四路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乙、新任苏俄驻华大使潘友新呈递国书。

丙、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监察会成立。

丁、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德王为主席。

９﹐２（七，一九）

甲、蒋委员长与政府要人会商今后外交方针。

乙、政府公布减征进口税。

９﹐３（七，二○）英、法（印度、澳洲、纽西兰）对德国宣战。

９﹐４（七，二一）

甲、日本宣布不介入欧战。

乙、英将４﹐９程案疑犯四人交天津地方当局。

９﹐５（七，二二）

甲、美大使约翰逊谒蒋委员长，重申美政府反对日本侵略之立场，声明英法未向美提议与日

妥协。

乙、美国宣布对欧洲战争中立。

９﹐６（七，二三）

甲、重庆新华日报刊出９﹐１毛泽东谈话，谓苏德互不侵犯协议巩固了德苏和平，打击了日

本，援助了中国。

乙、南非联邦对德宣战。

９﹐７（七，二四）

甲、俄大使潘友新谒蒋委员长，面陈斯大林电报，谓未与日本商谈妥协，远东有事，当先通

知。

乙、日本以梅津美治郎为驻伪满洲国大使。

９﹐８（七，二五）

甲、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设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联合办事总处。

乙、美总统罗斯福宣布全国紧急状态。

９﹐９（七，二六）

甲、日本设置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

乙、中俄航空合同签字。

丙、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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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０（七，二七）加拿大对德宣战。

９﹐１２（七，二九）

甲、日本以西尾寿造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乙、通缉汉奸陈群、缪斌、梅思平、何世桢、高宗武、丁默村、林柏生、李圣五。

９﹐１５（八，三）湘北日军进犯长沙。

９﹐１６（八，四）诺门坎俄日两军停战。

９﹐１７（八，五）

甲、江西高安奉新日军西犯，策应湘北日军。

乙、俄军进攻波兰。

９﹐１８（八，六）

甲、德俄两军会于 Brest-Litovsk，成立瓜分波兰临时协议。

乙、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闭幕。

９﹐１９（八，七）

甲、汪兆铭自上海到南京，晤梁鸿志、王克敏。

乙、湘北日军越过新墙河南犯。

丙、江西日军陷高安。

９﹐２１（八，九）南京伪维新政府梁鸿志、北平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共同宣言，响应汪兆铭

之和平运动。

９﹐２２（八，一○）江西我军克高安。

９﹐２３（八，一一）

甲、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日军三路进犯，一由通城南下，一在洞庭湖鹿角市营田登陆，一

渡新墙河。

乙、蒋委员长电驻法大使顾维钧，商法总理达拉第暂缓召回在华之法国顾问。

丙、德国宣布波兰战事终了。

９﹐２５（八，一三）

甲、湘北日军进犯汨罗。

乙、野村吉三郎任日本外务大臣。

９﹐２６（八，一四）胡适与美财政部长摩根索商谈第二次桐油借款。

９﹐２７（八，一五）

甲、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下令反攻进犯长沙之日军。

乙、河北灵寿日军进犯晋察冀边区，占领陈庄。

９﹐２８（八，一六）

甲、德俄瓜分波兰边地，并签友好条约。

乙、俄国与爱沙尼亚签订互助协定。

９﹐２９（八，一七）

甲、日军进抵长沙外围之永安市、福临铺、桥头驿。

乙、晋察冀边区游击队击毙日军旅团长水原，夺回陈庄。

９﹐３０（八，一八）颁布【异党问题处理方案】。

１０﹐１（八，一九）

甲、日本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于南京（总司令为西尾寿造）。汪兆铭再度赴日本。

乙、蒋委员长接见中外记者，严斥汪兆铭卖国降敌。

１０﹐２（八，二○）长沙激战，我军力拒进犯日军。

１０﹐３（八，二一）

甲、蒋委员长自重庆到成都，处理川省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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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我空军炸汉口日军飞机场。

１０﹐５（八，二三）

甲、长沙外围日军后退。

乙、俄国与拉特维亚签订互助条约。

１０﹐６（八，二四）长沙第一次会战，我军获胜，恢复原有阵地。

１０﹐９（八，二七）

甲、蒋委员长在成都约见耆绅及教育界人士。

乙、日德义代表及侨民自上海赴南京参加汪兆铭政府成立典礼之火车在浒墅关被炸，死伤惨

重。

１０﹐１０（八，二八）

甲、国民政府宣布，如有汉奸集团，傀儡组织，僭窃名义，擅发文告，或与任何国家订立文

件，概不承认。

乙、蒋委员长发表告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粉碎日寇以战养战、以华制华阴谋。

丙、俄国与立陶宛订立互助协议。

１０﹐１５（九，三）蒋委员长嘉勉参与长沙会战之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等。

１０﹐１６（九，四）蒋委员长宣布治理四川要领。

１０﹐１７（九，五）

甲、蒋委员长发表告四川省同胞书，勉以开发四川，发扬特长，以求抗战胜利。

乙、蒋委员长自成都返重庆。

１０﹐１９（九，七）

甲、美驻日大使格鲁在东京日美协会讲演，指斥日本对华行动，并论日美关系之恶化。

乙、英法土订立互助条约。

１０﹐２０（九，八）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赴西藏主持达赖喇嘛转世大典。

１０﹐２２（九，一○）蒋委员长在湖南衡阳召开军事会议（第二次南岳会议）。

１０﹐２５（九，一三）蒋委员长接见英大使卡尔，盼英政府对远东问题勿斤斤目前利益，

应注重未来情势。

１０﹐２８（九，一六）蒋委员长自重庆飞桂林。

１０﹐２９（九，一七）湖南衡阳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毕。

１１﹐１（九，二○）日本影佐少将、须贺大佐、犬养健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在上海举行

所谓【日华国交调整】会议。

１１﹐３（九，二二）日本阿部规秀中将之第二混成旅团自河北涞源进犯晋冀察边区。

１１﹐４（九，二三）

甲、日军在广东北海登陆。

乙、美国修正中立法。

丙、马良（相伯）卒于越南谅山，年九十九。时在自桂林赴昆明途中（按马氏生于１８４０

﹐４﹐７）

。

１１﹐５（九，二四）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闭幕，蒋委员长赴桂林返重庆。

１１﹐７（九，二六）日本第二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死于河北涞源。

１１﹐９（九，二八）蒋委员长接罗斯福复书，保证美国对华基本与传统政策不变。

１１﹐１２（一○，二）

甲、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开幕。

乙、加拿大医生共产党员白求恩卒于河北黄石村（白求恩于１９３８﹐１来汉口，转赴延安，

为中共创建医院，加入河北聂荣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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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３（一○，三）

甲、蒋委员长接斯大林复电，表示对华友好关系不变。

乙、晋南我军克乡宁。

１１﹐１５（一○，五）日军在钦州湾登陆，陷防城。

１１﹐１７（一○，七）日军陷钦州。

１１﹐１９（一○，九）

甲、日军自钦州突破广西小董防线，进击南宁。

乙、西南行营主任白崇禧自重庆飞返桂林（即赴迁江）。

１１﹐２０（一○，一○）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议决推蒋中正兼行

政院长，孔祥熙为副院长（即闭幕）。

１１﹐２３（一○，一三）

甲、桂南敌军，渡过郁江，逼南宁。

乙、皖南我军克繁昌（１１﹐２１失守）。

１１﹐２４（一○，一四）

甲、敌陷南宁，守军第四十六军何宣退走。

乙、蔡廷锴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均归桂林行营主任白

崇禧指挥（１１﹐２６白到迁江）。

１１﹐２５（一○，一五）

甲、粤北敌窜至银盏坳，被我击退。

乙、敌相阿部演说解决【中国事件】之困难，至少需时五年或十年。

１１﹐２６（一○，一六）广东我军攻入新会。

１１﹐２７（一○，一七）

甲、南宁敌分向宾阳武鸣北犯，另支西侵石埠圩。

乙、敌机自山西分批扰豫陕甘各地。

丙、鲁西敌陷河北东明。

丁、苏芬关系恶化，芬兰拒撤退边军廿五公里。

戊、胡适电陈布雷，盼新任财政部或贸易部长与陈光甫诚意合作（传宋子文将长财政部或贸

易部，胡认为不妥）。

１１﹐２８（一○，一八）

甲、行政院议决统一运输机构。

乙、南宁敌北犯六塘。

丙、特任李根源为滇黔监察使。

丁、山西【牺牲大同盟】之【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第二旅由中共韩钧（第二旅政治部主任）

策动，袭击第四纵队（牺牲救国同盟为阎锡山所组织，其中多中共份子）。

１１﹐２９（一○，一九）

甲、南宁日军进犯昆仑关，不得逞。

乙、敌机大队分五批袭兰州，警报澈夜未解除。

丙、川康建设协会在重庆成立。

丁、苏联宣告废止苏芬互不侵犯条约。

戊、蒋委员长电泰国（暹罗）总理銮披文请保护华侨（１２﹐７覆允）。

己、梁漱溟晤蒋委员长，谈共产党问题（梁曾于去年一月到延安晤毛泽东，今年曾到华北、

华东沦陷区，主加强统一合作，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

１１﹐３０（一○，二○）

甲、赣北我军攻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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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鹿锺麟通电抨击共军。

１２﹐１（一○，二一）

甲、俄军大举进攻芬兰。

乙、粤汉南段敌军自田狮岭北犯，被击退。

丙、广西邕宾路日军陷八塘。

１２﹐２（一○，二二）

甲、广西我军克小董大岗。

乙、俄军占领区内，出现一新政府（顾西林主之）。

丙、美潜艇六艘抵菲律宾增防。

１２﹐３（一○，二三）晋南闻喜安邑夏县敌二万余向中条山作第十次进犯。

１２﹐４（一○，二四）

甲、广西日军陷昆仑关。

乙、晋南激战，我军挫敌于横岭关西。

丙、吴佩孚在北平逝世，年六十一岁。

１２﹐５（一○，二五）

甲、中苏（重庆莫斯科）通航开始，贺耀组飞俄聘问。

乙、行政院以吴国桢任重庆市长。

丙、苏联拒国联调处苏芬之争。

１２﹐６（一○，二六）

甲、晋南我军（范汉杰军）大捷，敌退闻喜夏县等地，第十次进犯中条山计划又失败。

乙、蒋委员长电唁吴佩孚家属。

１２﹐７（一○，二七）

甲、闽南我军克诏安，击溃伪军黄逆大伟，伪总指挥林逆知渊被擒。

乙、浙江我军一度攻入杭州。

丙、苏日勘界委员会在赤塔开会（１９４０﹐１﹐４移哈）。

丁、阎锡山将牺牲大同盟决死队第二旅政治部主任韩钧撤职查办。

１２﹐８（一○，二八）

甲、邕钦路我军克大塘（１２﹐１０再克小董）

。

乙、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自韶关抵广西迁江。

丙、龙云、薛岳通电抨击共党。

１２﹐９（一○，二九）

甲、粤北激战于源潭附近。

乙、国府褒扬吴佩孚。

１２﹐１１（一一，一）

甲、蒋委员长就行政院长兼职。

乙、中法叙昆铁路借款合同签字。

１２﹐１２（一一，二）

甲、鄂南我军克崇阳、通山。鄂中我军克多宝湾。

乙、赣北我军冲入南昌。

丙、缅甸访华团到重庆，受重大欢迎。

丁、敌机炸奉化溪口镇蒋委员长住宅（毛夫人遇难）。

１２﹐１３（一一，三）

甲、鄂南我军猛攻通城，克羊楼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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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浙江我军攻入杭州。

丙、英德在南美海战，德舰避入乌拉圭。

１２﹐１４（一一，四）

甲、晋南我军猛攻长子。

乙、国联大会宣告苏联出会。

丙、我国连任国联理事。

１２﹐１５（一一，五）

甲、湘北我军攻入岳阳车站。

乙、湘桂铁路桂柳段通车。

丙、豫南伪和平救国军第三师长彭子文（属伪豫鄂皖总司令张逆其煌）率部三千余反正。

１２﹐１６（一一，六）

甲、安徽沿江我军开始总攻。

乙、赣北我军续攻南昌九江。

丙、豫东我军冲入开封。

丁、李济琛、陈诚奉蒋委员长命自重庆飞广西，协助白崇禧作战。

戊、孙科自欧洲回抵重庆。

１２﹐１７（一一，七）

甲、桂南我军突破昆仑关（昨日开始攻击），收复九塘，敌伤亡极大（徐庭瑶、夏威、蔡廷

锴分任北、西、东三路总指挥，反攻南宁）。

乙、缅甸访华团谒蒋委员长。

丙、东京发生抢米风潮。

丁、德舰【格拉夫斯比】号在乌拉圭自沉。

１２﹐１８（一一，八）

甲、桂南我军大举反攻克大高峰坳（我第五军机械化部队第二百师参加）。

乙、绥西我军克萨拉齐。

丙、鄂中京锺公路激战。

丁、敌机袭四川梁山。

戊、日外务省通知美英法，准备开放南京以下之长江。

己、教廷允中国天主教徒供奉孔子。

１２﹐１９（一一，九）军委会发言人谈，我军并未采取冬季攻势，不过监视敌阵，拖住敌

军，不容其抽调整休。

１２﹐２０（一一，一○）

甲、桂南敌我两军猛烈争夺昆仑关。

乙、绥远我军攻入包头，另支克乌盟之厂汗拉庙。

丙、中缅文化协会成立。

１２﹐２１（一一，一一）

甲、桂南日军陷龙州及镇南关（１２﹐２５退去）。

乙、绥远我军克安北。

丙、国府特派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

丁、第一任土耳其驻华公使席拔希抵重庆（１２﹐２７递国书）。

戊、山西阎锡山部攻占石楼之康城石口，韩钧张文昂败走，与晋北晋南之林彪薄一波合，决

死队（新军）十团为中共兼并（薄一波为晋东南第三区行政专员）

。

１２﹐２２（一一，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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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赣北我军克靖安。

乙、柳州两度空战。

１２﹐２３（一一，一三）

甲、豫南我军攻入信阳。

乙、晋东我军克黎城。

丙、敌机袭韶关。

１２﹐２４（一一，一四）

甲、粤北敌军渡过琶江，大举北犯。

乙、南宁敌一股窜扰龙州。

１２﹐２５（一一，一五）

甲、粤北敌陷琶江。

乙、今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各地放假纪念。

丙、印度诗人泰戈尔致书蒋委员长表示敬意。

１２﹐２６（一一，一六）敌机九十九架分批袭兰州，发生激烈空战，击落其三架。

１２﹐２７（一一，一七）

甲、共军袭击山东寿光保安第十六旅。

乙、日议员二百五十人要求总理大臣阿部辞职。

１２﹐２８（一一，一八）

甲、粤北激战于午背脊，敌自从化进犯翁源。

乙、白崇禧指挥徐庭瑶、夏威、蔡廷锴分中西东三路反攻广西昆仑关。

丙、赣北我军猛攻奉新。

丁、晋东我军克潞城。

１２﹐２９（一一，一九）日本反战同盟在桂南前线对敌广播（

鹿地亘率领）。

１２﹐３０（一一，二○）

甲、粤北敌陷英德。

乙、敌机十八架袭柳州，被我空军击落八架。

丙、汪逆兆铭在上海与日方签订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

１２﹐３１（一一，二一）

甲、桂南我第五军克复昆仑关，激战告一段落。

乙、豫北我军攻入沁阳。

丙、美大使约翰逊离北平南下。

丁、苏日渔业协议延长一年（苏日接近）。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４０──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

１﹐１（一一，二二）

甲、蒋委员长广播，勉国民加紧实行精神总动员。

乙、粤北余汉谋部败敌军于翁源。

丙、赣北我军克高安东北祥符观。

丁、云南专科以上学生向龙云献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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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新县制开始实行。

己、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将三民主义分为新旧）。

１﹐２（一一，二三）

甲、粤北我军得薛岳部自湖南来援，大破敌军，日近卫师团一个联队在良口被歼。

乙、我军攻入安庆城内。

丙、桂南我军两路向南宁进攻。

１﹐３（一一，二四）

甲、粤北我军追敌至源潭。

乙、汪逆兆铭之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以反对日汪密约，离沪赴港。

１﹐４（一一，二五）

甲、桂南我军再占九塘。

乙、英大使卡尔抵重庆。

１﹐５（一一，二六）

甲、粤北我军克英德。

乙、陈诚、李济琛、张发奎、余汉谋、李汉魂、熊式辉会于广东韶关。

丙、共军（刘伯承部）围攻河北威县之石友三军。

丁、法国向日本抗议日飞机轰炸滇越铁路（１﹐１２日驳复）。

１﹐６（一一，二七）

甲、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费利溥被人狙击未中。

乙、日军迫首相阿部辞职。

１﹐７（一一，二八）蒋委员长自重庆到桂林。

１﹐８（一一，二九）蒋委员长经柳州到迁江，晤白崇禧张发奎。

１﹐９（一二，一）

甲、豫南敌由平昌关西犯，被击退。

乙、赣北我军克马回岭，毁九江德安间铁路。

丙、俄外长莫洛托夫以中国对国际联盟取消俄会员国案未投反对票，对中国大使杨杰表示不

满。

１﹐１０（一二，二）

甲、粤北敌自清远南溃。

乙、美前国务卿史汀生致书纽约时报，主禁止以军火及各种原料运日。

１﹐１１（一二，三）

甲、蒋委员长自广西迁江返桂林（明日飞返重庆）。

乙、粤北敌自从化回窜广州，我军右路歼灭国泰之敌。

１﹐１２（一二，四）

甲、粤北我军克源潭。

乙、共军刘伯承围攻河北元氏黑水河，民军旅长高克敏及军事委员会校阅委员黎惠孚、徐竹

斋死之。

丙、吕逆春荣组织【广东和平救国军】。

丁、俄外长莫洛托夫不理中国代表贺耀组请援要求。

１﹐１３（一二，五）

甲、鄂北随县敌向东北进犯，陷高城。

乙、胡适晤罗斯福，促速定第二次借款。

１﹐１４（一二，六）

甲、粤北花县我军续向南窜之敌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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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日阿部信行内阁辞职，前海相米内光政受命组新阁（１﹐１６成立，有田八郎任外务大

臣）。

丙、鄂中我军获胜，残敌退向洋梓（激战凡六昼夜）。

１﹐１５（一二，七）

甲、日本静冈大火，死伤二百余人。

乙、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抵拉萨（取道印度）。

丙、滇越铁路桥梁二座被炸。

丁、桂林至柳州铁路通车。

１﹐１６（一二，八）

甲、蒋委员长通电嘉勉全国小学教师。

乙、粤北我军克银盏坳、花县。

丙、蒋委员长接见英议员克利浦斯。

丁、汪逆兆铭通电决从事局部和平，并劝告蒋委员长谋全面和平实现。

戊、交通部长张嘉璈飞昆明，处理滇越铁路桥梁被炸事宜。

１﹐１７（一二，九）

甲、晋南我军连日歼灭长子长治壶关寇约五千。

乙、鄂南我军攻入贺胜桥，鄂北我军歼敌于随县高城。

１﹐１８（一二，一○）纽约时报驳米内谈话，如日本不变更侵华政策，美日关系无法改善。

１﹐２０（一二，一二）

甲、粤境我军攻入增城。

乙、国防最高委员会制止山西阎锡山与朱德之冲突。

１﹐２１（一二，一三）

甲、高宗武陶希圣致函香港大公报，揭破汪兆铭与日本签订之卖国密约（即１２﹐３０之日

支新关系调整要纲）。

乙、蒋委员长接见苏俄总顾问福尔根，解释中俄误会。

丙、杭州敌渡钱塘江，陷萧山。

丁、晋东我军克高平。

戊、民生公司建兴轮在重庆广阳坝附近撞沈【隆义】轮，死者百余人。

１﹐２２（一二，一四）

甲、香港各报刊出【日汪协定】。

乙、美大使约翰逊自上海赴汉口视察。

丙、陶希圣高宗武电汪兆铭悬崖勒马。

丁、汪兆铭到青岛。

戊、鄂北我军再度大捷，击溃由随县北犯之敌，歼寇万余。

１﹐２３（一二，一五）

甲、敌机炸柳州，蒋委员长几遭不测（时在柳州开军事会议）。

乙、国府批准中苏商约（１﹐５俄批准）。

１﹐２４（一二，一六）

甲、蒋委员长发表【为日汪协议告友邦人士书】

及【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盼友邦速予制裁，望军民加紧抗战。

乙、浙东我军败敌于临浦镇。

丙、汪兆铭王克敏梁鸿志及李守信在青岛会议。

丁、行政院议决增设农林部。

１﹐２５（一二，一七）汪兆铭王克敏梁鸿志之青岛会议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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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一二，一八）

甲、美日商约今日起失效。

乙、苏日商务谈判继续在莫斯科举行。

１﹐２７（一二，一九）

甲、豫东我军冲入开封车站。

乙、汪兆铭离青岛返上海。

１﹐２８（一二，二○）

甲、南宁敌分三路北犯（约三师团，左路犯武鸣，中路犯九塘，右路犯永淳）。

乙、绥远敌自包头分路西犯（开始１﹐２２），一沿包五公路进，一渡河沿黄河岸进。

丙、周佛海随日人犬养健飞日本（２﹐３返沪）

。

１﹐２９（一二，二一）

甲、南宁敌陷永淳，并以主力沿邕宾路北犯（粤军叶肇未能按时到达）。

乙、美大使约翰逊到汉口。

丙、东京【朝日新闻】责外务省不应遽行对华开战。

１﹐３０（一二，二二）

甲、南宁敌自永淳渡郁江北犯，陷甘棠古辣。

乙、行政院议决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辈达赖。

丙、苏日勘界委员会以双方观点不同，在哈尔滨解散。

丁、陕北共军占领鄜县，掳县长蒋隆涎（３﹐２３正式将鄜县划入陕甘宁边区）。

１﹐３１（一二，二三）

甲、英外次白特勒在国会声明决遵守九国公约。

乙、日本电力公司大阪支行以缺煤减电。

２﹐１（一二，二四）

甲、敌机在滇越边境轰炸滇越路桥梁，死中外旅客百余人（死法人五名，２﹐５法对日抗议）。

乙、桂南战事改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

丙、敌议会重开，外相有田演说，重提所谓【东亚新秩序】。

丁、交通部长张嘉璈抵海防，视察存料仓库。

２﹐２（一二，二五）

甲、桂南敌陷宾阳，昆仑关复失守。

乙、绥远敌陷五原。

２﹐３（一二，二六）

甲、白崇禧张发奎督桂南我军克甘棠，断敌后路。

乙、敌机在广西雷平被我击落二架。

２﹐４（一二，二七）

甲、桂南宾阳思陇血战，我军退上林，昆仑关再失。

乙、美大使约翰逊自汉口回抵上海。

２﹐５（一二，二八）

甲、国府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辈达赖喇嘛。

乙、桂南敌自宾阳进陷上林。我军克永淳。

２﹐６（一二，二九）

甲、桂南我军歼敌于宾阳东阳黎塘圩。

乙、行政院决议褒扬陆荣廷及在江苏阜宁殉职之马玉仁。

丙、英工党代表克利浦斯自重庆经迪化赴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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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军人今井武夫到香港晤宋子良（宋子文之弟）进行对重庆和议（１９３９﹐１１已开

始）。

２﹐７（一二，三○）桂南敌陷黄圩。

２﹐８（一，一）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增加出口银行资金一万万元。

２﹐９（一，二）

甲、鄂北敌犯大洪山，被我军击溃。

乙、桂南我军猛攻，日军后撤。

丙、绥西我军反攻，克临河西南之黄杨木头。

丁、通缉汉奸鲍文樾、叶蓬。

戊、罗斯福演说，抨击苏俄对芬战争及共产主义。

２﹐１０（一，三）桂南我军克复武鸣，歼敌约五千人。

２﹐１１（一，四）

甲、桂南上林之敌二千余人，连日被我围攻，完全歼灭。

乙、绥西我军克复临河。

丙、皖中我军克合肥。

２﹐１２（一，五）

甲、桂南敌军退回南宁，我军收复宾阳（毙敌五千余）。又克武陵。

乙、新疆阿山富蕴县（柯克托海）哈萨克族阿合特克比反抗暴政，杀县长徐尔麟，屠戮汉人。

２﹐１３（一，六）

甲、桂南我军击溃双桥思陇武陵线之敌。

乙、美参议院通过增加进出口银行资金，及对华贷款二千万元。

丙、行政院决议发行军需及建设金公债。

丁、敌机又炸滇越路，被我空军击落一架。

２﹐１４（一，七）

甲、浙东敌自萧山东犯。

乙、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对国会报告，日美间悬案共二百数十件。

２﹐１５（一，八）

甲、福建我军克东山岛（２﹐１６克县城）。

乙、褚民谊（还都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在南京召开【中央政府还都会议】。

２﹐１６（一，九）

甲、南宁敌纵火焚城郊。

乙、褚民谊之还都筹备委员会在南京成立。

２﹐１７（一，一○）

甲、桂南我军与敌相持于三塘。

乙、美副国务卿韦尔斯启程赴欧，访义德英法各当局。

丙、闽南伪军黄逆大伟部在海澄登陆。

２﹐１８（一，一一）

甲、美总统罗斯福抵巴拿马视察。

乙、新生活运动六周年纪念，蒋委员长广播策进战时生活，协助兵役建设，增加战时生产。

２﹐１９（一，一二）

甲、南宁敌又沿邕宾路进犯，激战于三塘。

乙、浙东敌被我击败，退回萧山。

丙、福建海澄伪军千余反正。

丁、北平附近我军克门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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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一，一三）

甲、绥西我军进抵五原近郊。

乙、蒋委员长电勉各级学校校长教职员。

丙、行政院决议设专科以上学校中正奖学金。

丁、东京法使为敌炸滇越路事再提抗议。

２﹐２１（一，一四）

甲、南宁敌一股西窜扶南。

乙、蒋委员长到桂林，２﹐２２召开军事检讨会（到白崇禧、张发奎、陈诚、薛岳、余汉谋、

李汉魂、商震等）。

２﹐２２（一，一五）

甲、第十四辈达赖举行坐床大典，重庆开会庆祝。

乙、蒋委员长在广西柳州召开会议，敌机三十余架两次猛炸桂林行营，伤卫士十二人。

丙、敌议会通过下年度预算一百零三万万日元。

２﹐２３（一，一六）

甲、蒋委员长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日机五十架来炸。

乙、邕宾路敌进犯，被阻于三四塘间。

丙、东北抗日军第一路总指挥杨靖宇战死于蒙江县。

２﹐２５（一，一八）蒋委员长主持之柳州军事检讨会结束，奖惩各将领：白崇禧、陈诚降

级，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扣留法办，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及军长姚纯、陈骥、

傅中芳，师长李精一、宋士台等撤职查办，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四十六军长何

宣记功一次。

２﹐２６（一，一九）蒋委员长自桂林飞返重庆。

２﹐２７（一，二○）

甲、广西敌军抵七塘（即停止前进）。

乙、豫南我军攻入信阳。

丙、何应钦在行政院报告，中共要求将陕北辖区自十二县扩大为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

直隶行政院。又要求军队于中央所准之三军六师外，再加六团。中央提出原则：一、服从中

央命令，二、人事经理饷章，照中央章则，三、饷项不得移充宣传之用，四、一切杂色队伍

包括编制之内。

２﹐２８（一，二一）蒋委员长自桂林返重庆。

２﹐２９（一，二二）中共延安会议要求以西北四省（陕甘宁新）为特区。

３﹐４（一，二六）中央人事行政会议在重庆开幕（３﹐６闭幕）。

３﹐５（一，二七）蔡元培病卒香港，年七十四岁。

３﹐６（一，二八）

甲、毛泽东发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依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原则，其人员分配为【三

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乙、通缉汉奸樊仲云等二十五人。

丙、第二次参谋长会议在重庆开幕（３﹐９闭幕）。

３﹐７（一，二九）美国联邦进出口银行核定以二千万美元贷予中国（滇锡借款）（３﹐８

孔祥熙不同意用滇锡作担保，胡适力争）。

３﹐１１（二，三）

甲、全国国民教育会议在重庆开幕（３﹐１３闭幕）。

乙、陈公博由香港到上海。

３﹐１２（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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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委员长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周年纪念广播。

乙、汪兆铭在上海发表和平建国宣言。

３﹐１３（二，五）全国交通运输会议在重庆开幕，蒋委员长致词（３﹐１５闭幕）。

３﹐１４（二，六）英美通知日本，声明维护九国公约，否认汪兆铭政权。

３﹐１５（二，七）设立农林部，以陈济棠为部长。

３﹐１６（二，八）南宁日军由小董攻灵山，蔡廷锴部退走。

３﹐１７（二，九）汪兆铭自上海到南京。

３﹐１８（二，一○）汪兆铭谒中山陵。

３﹐２０（二，一二）

甲、兵役会议在重庆开幕（３﹐２４闭幕）。

乙、汪兆铭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

３﹐２１（二，一三）汪兆铭之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政纲及政府组织案。

３﹐２５（二，一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３﹐２６（二，一八）

甲、英国对日本表示，祇认蒋委员长领导之政府为唯一合法之中国政府。

乙、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团长陈嘉庚抵重庆。

３﹐２９（二，二一）汪兆铭之伪【国民政府】

成立，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

３﹐３０（二，二二）

甲、美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支持重庆政府，不承认汪兆铭之南京组织。

乙、外交部向各国声明，任何非法组织及其行为，完全无效。

丙、通缉汉奸陈公博等七十七人。

４﹐１（二，二四）

甲、绥远傅作义军克五原。

乙、日本任命阿部信行为驻南京大使（４﹐２３到任）。

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成立于拉萨，孔庆宗任处长。

４﹐２（二，二五）

甲、行政院会议议决任命盛世才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乙、法国声明不承认汪兆铭之南京政府。

４﹐５（二，二八）

甲、国民参政会讨论【五五宪法】。

乙、蒋委员长嘉奖傅作义克复五原。

４﹐６（二，二九）蒋委员长在参政会讲述宪法问题。

４﹐９（三，二）

甲、鄂东我军克麻城。

乙、德军占挪威。

４﹐１０（三，三）国民参政会闭会。

４﹐１４（三，七）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离拉萨赴印度（６﹐１１抵重庆）。

４﹐１６（三，九）行政院议决任命邵力子为驻苏俄大使。

４﹐１７（三，一○）

甲、蒋委员长严禁公务员应酬宴会。

乙、南洋华侨慰劳团抵重庆。

４﹐１８（三，一一）蒋夫人对美国广播，盼对侵略者勿存姑息。

４﹐２０（三，一三）日本开放珠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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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三，一四）蒋委员长到成都。

４﹐２３（三，一六）俄大使潘友新访蒋委员长，调解中共问题。

４﹐２４（三，一七）中美订立二千万美元借款，以滇锡担保。

４﹐２５（三，一八）俄大使潘友新再访蒋委员长及王宠惠，谈中共问题。

４﹐２６（三，一九）蒋委员长主持四川省政府会议，并约见成都各学校校长，宴成都绅士。

４﹐３０（三，二三）共军驱逐陕西第二区行政专员何绍南，占领绥德、米脂、吴堡、清涧、

葭县。

５﹐１（三，二四）

甲、豫南鄂北之敌开始向信阳随州锺祥五路进犯。

乙、豫南明港失陷。

５﹐２（三，二五）

甲、任命万福麟、邹作华、马占山、缪澄流为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政府主席。

乙、蒋委员长在成都召开空军会议，并出席四川禁烟会议。

５﹐３（三，二六）日本宣布自５﹐１５起开放黄浦江。

５﹐５（三，二八）日海军大将大角（南洋联合舰队司令）飞机被迫降于中山，为游击队击

毙（或作３０年２月５日）。

５﹐６（三，二九）豫南敌陷泌阳。

５﹐８（四，二）豫南敌陷唐河，鄂北敌陷枣阳，我军第一七三师长锺毅战殁。

５﹐９（四，三）蒋委员长自成都返重庆。

５﹐１０（四，四）

甲、英国外部次长声明不承认南京伪组织。

乙、德军进攻荷兰比利时。

５﹐１１（四，五）

甲、豫南我军克武胜关。

乙、英国丘吉尔内阁成立。

５﹐１２（四，六）蒋委员长电贺丘吉尔出任英首相。

５﹐１５（四，九）

甲、蒋委员长接见英大使卡尔。

乙、荷兰对德投降。

５﹐１６（四，一○）

甲、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张自忠在湖北宜城南瓜店阵亡。

乙、鄂北我军克枣阳（明日又陷）。

５﹐１８（四，一二）豫南我军克信阳。

５﹐２０（四，一四）日机袭川东梁山，被我空军击落七架。

５﹐２６（四，二○）日机九十六架，分四批袭重庆郊区仓库。

５﹐２７（四，二一）日机百余架炸重庆郊区工厂。

５﹐２８（四，二二）

甲、比利时向德投降。

乙、日机百余架炸重庆市区及北碚。

５﹐２９（四，二三）日机炸重庆郊区。

５﹐３１（四，二五）鄂北日军自枣阳东南渡过襄河西岸。

６﹐１（四，二六）

甲、敌陷襄阳。

乙、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长陈嘉庚晤毛泽东朱德（陈于昨日抵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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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令严惩贪污。

丁、财政部设立直接税处。

６﹐３（四，二八）

甲、敌军退出襄阳。

乙、敌陷湖北宜城南漳，我军克枣阳。

丙、全国禁烟会议开幕。

６﹐４（四，二九）敌退出湖北南漳。

６﹐５（四，三○）湖北敌自沙洋西渡，进犯沙市江陵。

６﹐６（五，一）湖北敌陷荆门。

６﹐７（五，二）湖北敌陷江陵。

６﹐８（五，三）陈嘉庚离延安。

６﹐９（五，四）湖北敌陷沙市。

６﹐１０（五，五）

甲、湖北敌陷远安、当阳。

乙、义对英法宣战。

６﹐１１（五，六）

甲、日机一百余架分批猛袭重庆，被我空军击落七架。

乙、驻俄大使邵力子呈递国书。

６﹐１２（五，七）

甲、英日关于天津英租界问题协议草约成立（６﹐１９换文）。

乙、敌陷鄂西宜昌。

６﹐１３（五，八）美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责日机滥炸重庆。

６﹐１４（五，九）

甲、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劝告美英等国大使撤退重庆侨民。

乙、德军占领巴黎。

丙、美向日本抗议日机危及重庆美使馆。

６﹐１７（五，一二）

甲、法国对德国投降（６﹐２２订停战协议）

。

乙、英首相丘吉尔飞抵法国，建议英法合并，继续与德作战，法拒之。

丙、英日在东京签订天津白银问题协议。

６﹐１９（五，一四）

甲、日英换文（关于天津英租界内之现银、治安、通货问题）。

乙、日外务省要求法国停止由滇越铁路运输中国物资。

丙、罗振玉卒。

６﹐２０（五，一五）法国接受６﹐１９日本要求。

６﹐２１（五，一六）

甲、外交部为６﹐１７英日天津协议发表声明，严加指斥。

乙、日本广播，越南已允停运中国物资，日人在越南检查。

６﹐２４（五，一九）

甲、日本要求英国停止由缅甸及香港运物资入中国。

乙、外交部为法国停止中越运输，提出抗议。

６﹐２５（五，二○）日本大本营派遣检查团前往河内监视禁绝滇越铁路运输物资入华。

６﹐２６（五，二一）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到东京（７﹐２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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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７（五，二二）日机轰炸重庆中央大学。

６﹐２９（五，二四）日本西原少将率禁运检查团到河内。

７﹐１（五，二六）

甲、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七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开幕，蒋总裁讲演对外政策以九国公

约为中心，以不变应万变，确保领土、主权、行政完整。

乙、日军再占广西龙州。

７﹐３（五，二八）英国宣布接收法舰队。

７﹐４（五，二九）

甲、苏俄关闭华北日军占领区内领事馆。

乙、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被炸（７﹐５;１６;２２;３１重庆一再被炸）。

７﹐５（六，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议决设置中央设计局、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并

于行政院增设经济作战部。

７﹐６（六，二）外交部以英国将封闭滇缅公路，致电胡适促美国阻止。

７﹐７（六，三）

甲、蒋委员长发表抗战三周年告全国军民书、告全党同志书、告友邦书，并对美国民众广播，

非至日寇放下侵略武器，尊重国际条约，抗战决不停止（时有主联德者，蒋力持不可，主静

观以待）。

乙、明令褒扬张自忠，追赠陆军上将。

７﹐８（六，四）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七次全体会议闭幕。

７﹐１２（六，八）英国接受日本６﹐２４要求，允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

７﹐１３（六，九）日本宣布自７﹐１５起封锁宁波、温州、三都澳港口。

７﹐１５（六，一一）驿运会议在重庆开幕（７﹐１７闭幕）。

７﹐１６（六，一二）

甲、中央决定（一）将河北、察哈尔及山东黄河以北划入第三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

卫立煌、朱德为副长官，晋东南由卫负责，晋西南由阎负责，冀察鲁北及晋北由朱负责。（二）

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均开赴冀察二省及鲁北晋北。（三）第十八集团军编为六个师，五个

团（三军），新四军编为两个师（此系何应钦白崇禧与周恩来及第十八集团军参谋叶剑英所

商，即政府与中共之第一次商谈）。（四）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共十八县，设行政公

署，隶属行政院，受陕西省政府指导。

乙、军事委员会命各军避免与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冲突。

丙、蒋委员长告中央社记者，盼英国守信重义，勿徇日本要求，封闭滇缅公路。

丁、外交部发表声明，指摘英国封闭滇缅公路。

戊、美国务卿赫尔声明反对封闭滇缅公路。

己、日本米内光政内阁辞职，近卫文●二次组阁。

７﹐１７（六，一三）

甲、英国实行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

乙、日军陷浙江镇海（７﹐２２退）。

丙、驿运会议决定各省设驿运管理处，下设国际路线，交通部设驿运总管理处，先办通海口

及转运军食路线。

７﹐１８（六，一四）英日在东京签订协定，停闭滇缅公路运输。

７﹐１９（六，一五）

甲、美副国务卿韦尔斯向记者声称，美国准备废除在华特权之政策不变。

乙、空军幼年学校招生。

丙、上海大华晚报发行人张似旭被伪政权之特务人员刺死。



- 1239 -

７﹐２０（六，一六）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重庆成立。

７﹐２１（六，一七）周恩来晤陈嘉庚于重庆，谓国共可妥协。

７﹐２２（六，一八）

甲、农林部成立，陈济棠就任部长。

乙、日本近卫文●第二次内阁成立，松冈洋右任外务大臣。

７﹐２４（六，二○）

甲、公布非常时期维持治安办法。

乙、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恩来自重庆飞延安，商共军战区及编制（周回重庆后提出

调整游击区及游击部队办法，要求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之一部）。

７﹐２５（六，二一）陈嘉庚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讲演【西北之观感】，谓中共已实行三民

主义，政治经济措施极佳。

７﹐２６（六，二二）日法订立天津法租界治安细则协定。

７﹐２８（六，二四）

甲、蒋委员长告陈嘉庚，如欲抗战胜利，须先消灭共党。

乙、外交部声明，如日军进入越南，我即派部队前往。

７﹐３０（六，二六）

甲、行政院设置全国粮食管理局。

乙、陈嘉庚函蒋委员长，指摘交通、经济、政治之不善。

８﹐１（六，二八）

甲、苏俄外长莫洛托夫在苏俄最高会议演说，日苏关系可望改善。

乙、日外相松冈洋右向法大使要求准许日军通过越南及使用越南境内机场。

丙、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和）卒于桂林。

８﹐４（七，一）美国务卿赫尔声明关切越南情势。

８﹐６（七，三）越南法总督与日军代表西原签订【日军假道实施限制条件】，允日军登陆

海防。

８﹐７（七，四）

甲、中俄新商约签字。

乙、美驻日大使反对８﹐１日本对法之要求。

８﹐８（七，五）晋南我军攻入夏县。

８﹐９（七，六）英外务次长通知日本大使重光葵决撤退驻华英军。

８﹐１１（七，八）

甲、蒋委员长为实施粮食管制，发表告四川民众书。

乙、蒋委员长发表谈话，对日军假道越南事，决采正当防卫措施。

８﹐１２（七，九）晋冀察边区政府公布施政纲领（主席为宋邵文）。

８﹐１３（七，一○）蒋委员长发表告沦陷区民众书。

８﹐１４（七，一一）第十八集团军（共军）徐向前攻占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

８﹐１８（七，一五）

甲、日军陷山东鲁村，共军徐向前部撤退。

乙、驻法大使顾维钧连电外交部，日本向法提出要求假道越南攻华，占领越南各海口及经济

特权。

丙、美加发表联防宣言。

８﹐１９（七，一六）日本飞机狂炸重庆市区。

８﹐２０（七，一七）

甲、日本飞机一百五十三架轰炸重庆，市区大火，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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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八路军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大举出击，破坏河北山西境内铁路（所谓【百团大战】，

至８﹐２６；９﹐２）。

８﹐２１（七，一八）

甲、我军克复山西娘子关。

乙、上海大华晚报编辑程振章被汉奸暗杀。

８﹐２２（七，一九）日军退出山东鲁村，共军徐向前复据之（

８﹐２５又退）。

８﹐２５（七，二二）美国宣布对日本禁运汽油废铁。

８﹐２６（七，二三）上海英军撤退。

８﹐２８（七，二五）外交部长王宠惠为越南问题发表第二次声明。

８﹐２９（七，二六）中共对国防最高会议提出四项要求：迁都兰州，改组行政院，调整中

央及地方人事，外交一元化。

８﹐３０（七，二七）法日复交，日军进驻北部越南。

８﹐３１（七，二八）日本与汪兆铭谈判结束。

９﹐２（八，一）美英协议成立，美以驱逐舰五十艘归英，英以北美沿海属地租美作为海空

军基地。

９﹐３（八，二）广西我军攻入龙州北关。

９﹐４（八，三）

甲、日本西原少将与越南法军司令订立日军进驻北越及使用机场协议。

乙、日本首相与外、陆、海大臣会议，决定强化日德义轴心。

９﹐６（八，五）

甲、明令定重庆为陪都。

乙、宋子文自美电蒋委员长，俄拒绝美国军火由海参崴转运来华。

丙、节约建国储蓄团在重庆成立。

９﹐７（八，六）蒋委员长为节约建国储蓄，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９﹐９（八，八）

甲、盛世才接受阿山哈族要求，叛乱暂时中止。

乙、德国特使到东京（９﹐７），与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开始会谈。

９﹐１０（八，九）蒋委员长在参政会讲述欧战发生后我国抗战要务：集中人才，建设后方；

加强军事，争取胜利；注意国际情势，推进战时外交。

９﹐１１（八，一○）我炸毁滇越铁路河口铁桥。

９﹐１２（八，一一）山西我军攻入晋城。

９﹐１６（八，一五）

甲、日机袭重庆，我机损失十六架。

乙、全国举行秋节劳军。

丙、上海孤军营为法军警击毙五十人，伤十八人（９﹐１７我对法抗议）。

９﹐１８（八，一七）蒋委员长为【九一八】九周年纪念，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９﹐１９（八，一八）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订立日德义三国同盟。

９﹐２０（八，一九）华北第八路军二次大举出击。

９﹐２１（八，二○）制定【入忠烈祠办法】。

９﹐２２（八，二一）日法订立越南军事协议细则，９﹐２３起日军进驻北越。

９﹐２３（八，二二）

甲、外交部对法抗议有关越南之法日协议。

乙、日军经镇南关入越南（９﹐２５占有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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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４（八，二三）

甲、广东我军克防城。

乙、日军进犯山西榆辽公路，为刘伯承师所拒退。

９﹐２５（八，二四）

甲、中美订立钨砂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９﹐２０？）。

乙、日军占越南谅山。

９﹐２６（八，二五）

甲、中央常会决定延期召开国民大会。

乙、徐谦卒于香港，年六十九岁（１８７１﹐６﹐２６生）。

９﹐２７（八，二六）日德义三国同盟条约签字。

９﹐３０（八，二九）

甲、外交部长王宠惠为德日义同盟，发表声明。

乙、驻英大使郭泰祺访英外次，谈重开滇缅公路事。

丙、中英威海卫专约延长十年。

１０﹐１（九，一）

甲、苏北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进攻泰兴黄桥之新四军（黄桥原为游击队何克谦驻地，七月

为新四军夺据）。

乙、党政考核委员会成立。

１０﹐２（九，二）日海军登陆刘公岛。

１０﹐３（九，三）

甲、我机飞北平，散发蒋委员长告同胞书。

乙、英首相丘吉尔接见郭泰祺，决开放滇缅公路。

１０﹐４（九，四）

甲、新四军陈毅（仲弘）管文蔚及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罗炳辉猛攻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

勤，韩退东台。

乙、美国劝告平、津、沪、港美侨撤退。

１０﹐５（九，五）新四军陈毅等大破李守维军，俘第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翁达等阵

亡（李明扬与陈通）。

１０﹐６（九，六）

甲、监察院设置战区巡察使。

乙、华北日军向太行山区大举扫荡。

丙、第八路军夺据江苏阜宁。

１０﹐７（九，七）日机袭昆明，空战激烈。

１０﹐８（九，八）英首相丘吉尔宣布重行开放滇缅公路。

１０﹐９（九，九）日本派松宫顺为驻越南特使（１０﹐１９抵河内）。

１０﹐１０（九，一○）

甲、中央设计局成立。

乙、新四军夺据江苏东台。

丙、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暗杀。

丁、苏俄向英美保证对华政策不变。

１０﹐１４（九，一四）

甲、蒋委员长接见英大使卡尔，商中英美合作问题。

乙、香港政府声明恢复对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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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浙江敌军陷诸暨（１０﹐１９退）。

丁、英国宣布正式开放滇缅公路。

１０﹐１８（九，一八）滇缅公路重开。

１０﹐１９（九，一九）

甲、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白崇禧，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编

第四军长叶挺，令纠正新四军行动，限于一个月内将该军全部开往鲁北冀察。

乙、考试院长戴传贤赴印度访问（１２﹐４离印度返重庆）。

１０﹐２０（九，二○）胡适电蒋委员长，强调【苦撑待变】主张，说明国际形势好转（此

为三年来胡之一贯主张）。

１０﹐２５（九，二五）广西我军克明江、绥渌。

１０﹐２６（九，二六）浙东日军陷绍兴。

１０﹐２７（九，二七）龙州日军撤往凭祥，转入越南。

１０﹐２９（九，二九）南宁日军撤退，转赴钦州。

１０﹐３０（九，三○）日本向苏俄提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１０﹐３１（一○，一）

甲、进犯太行山之日军被击退。

乙、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成立。

１１﹐２（一○，三）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

１１﹐４（一○，五）

甲、绥远蒙古政务会议开幕（１１﹐１０闭幕）

。

乙、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到南

宁。

１１﹐６（一○，七）罗斯福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

１１﹐７（一○，八）

甲、上海法租界法院为伪组织接收。

乙、广西我军克镇南关。

１１﹐９（一○，一○）

甲、蒋委员长分别接见英美大使，提交中英美合作方案。

乙、朱德、叶挺复拒何应钦白崇禧１０﹐９电，并指摘国军于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周围驻兵

封锁。

１１﹐１２（一○，一三）苏俄外长莫洛托夫抵柏林。

１１﹐１３（一○，一四）

甲、行政院议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代蒋委员长），谷正伦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乙、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日华基本条约案及支那事变处理要纲】。

丙、日本外务省增置【南洋局】。

丁、希特勒与莫洛托夫会谈不协。

１１﹐１４（一○，一五）钦州日军撤退。

１１﹐１５（一○，一六）日本建筑之沧州石家庄铁路通车。

１１﹐１８（一○，一九）

甲、全国各省及海外华侨捐献飞机一千二百七十架。

乙、蒋委员长电令各军政长官，加紧督率部属，争取最后胜利。

１１﹐１９（一○，二○）国民政府下令封锁滇越交通。

１１﹐２０（一○，二一）陈嘉庚电蒋委员长，诋陈仪祸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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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１（一○，二二）纪念首届防空节（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举行第一次

防空演习）

。

１１﹐２３（一○，二四）

甲、行政院禁止重利盘剥。

乙、鄂北日军犯襄河。

１１﹐２５（一○，二六）中央常会通过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关系办法。

１１﹐２６（一○，二七）

甲、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与苏俄订立【租借新疆锡矿密约】。

乙、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报告德外长，苏俄同意签订德日义苏四国经济合作条约。

１１﹐２８（一○，二九）粮食会议闭幕。

１１﹐２９（一一，一）

甲、苏北日军进攻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兴化，新四军亦同时猛袭。

乙、汪兆铭就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丙、京沪铁路火车被炸。

１１﹐３０（一一，二）

甲、汪兆铭与日本特使阿部信行订立所谓【中日关系基本条约】，附属议定书及日满华共同

宣言。

乙、国民政府悬赏十万元，严缉汪兆铭。

丙、外交部声明，否认汪兆铭与日本所订之非法条约，倘有任何国家承认南京伪政权者，即

与断绝国交。

丁、美国国务卿赫尔声明不承认所谓【中日新条约】，及伪南京政权（英亦有同样声明）。

１２﹐１（一一，三）美总统罗斯福正式宣布，贷予中国信用借款一亿美元（以日本进占越

南）。

１２﹐２（一一，四）蒋委员长斥责日本承认汪兆铭之伪政权。

１２﹐３（一一，五）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第六十九军长石友三通敌谋叛，判处死刑。

１２﹐４（一一，六）苏俄驻日大使向日本声明，苏俄对华政策不变。

１２﹐６（一一，八）军委会通令全国驻军，协助农民冬耕。

１２﹐７（一一，九）

甲、日本任命本多熊太郎为驻南京伪政府大使。

乙、丘吉尔致书罗斯福，说明英国亟需美援。

１２﹐８（一一，一○）

甲、何应钦白崇禧电责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自由行动，袭击友军，见敌则避，遇友则攻。

乙、石友三在冀南枪决。

１２﹐９（一一，一一）蒋委员长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

地区，明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全部限

本月三十一日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１２﹐１０（一一，一二）英政府宣布予中国【平衡基金借款】及【信用借款】各五百万镑。

１２﹐１７（一一，一九）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尼赫鲁函蒋委员长致敬。

１２﹐１８（一一，二○）蒋委员长电驻俄大使邵力子，拒以美国借款购买俄国军械。

１２﹐２０（一一，二二）美国务卿赫尔声明远东政策不变。

１２﹐２３（一一，二五）

甲、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第二届参政员名单，即请国民政府公布。

乙、封闭各地共军及共党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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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日本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宣布加强封锁华中华南海岸。

丁、前成都市长杨全宇以囤积粮食处死刑。

１２﹐２５（一一，二七）蒋委员长面嘱周恩来，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如期北撤。

１２﹐２６（一一，二八）戴传贤自印度返抵重庆。

１２﹐２８（一一，三○）

甲、绥远敌军西犯（１２﹐３１被拒退）。

乙、缅甸记者团抵重庆。

１２﹐２９（一二，一）美总统罗斯福演说抨击德义日三国同盟，声称美国为民主国家之兵

工厂，将以大量军需援助中国。

１２﹐３１（一二，三）王克敏周佛海奉日本之命，派员到重庆求和（被拒）。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４１──中华民国三十年辛巳

１﹐１（一二，四）蒋委员长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宣示今后建国要图。

１﹐２（一二，五）

甲、中苏贸易协议第二部签字。

乙、驻英大使郭泰祺晤英外相艾登。

丙、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公报，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伤亡三百五十万名，日军伤亡十万零

一千八百九十九名。

１﹐３（一二，六）

甲、蒋委员长电叶挺，指定新四军北移路线。

乙、宋子文晤美财长摩根索。

丙、敌机二十一架袭滇西。

１﹐４（一二，七）

甲、新编第四军（共产党军）在皖南泾县茂林袭击自苏南后撤之第四十师。

乙、我方公报，中日开战以来，日军伤亡一百七十九万四千四百零二人。

丙、英军攻占北非洲巴第亚，义军二万余人投降。

丁、汪兆铭伪政府之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周佛海兼任总裁。

１﹐５（一二，八）鄂南日军由羊楼司等处进犯忠防以东地区，被我击退，伤毙五六百人。

１﹐６（一二，九）

甲、罗斯福总统在美七十七届国会宣读咨文，决增强国防，并以全力援助全世界各地抵抗侵

略之民族，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之兵工厂。

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包围皖南之新四军。

１﹐７（一二，一○）缅甸记者团自重庆到成都。

１﹐１０（一二，一三）

甲、日军自南昌莲塘南犯，被击退。

乙、苏德经济、勘界、日耳曼人民迁移三协定签字。

１﹐１１（一二，一四）鄂南我军迫通城。

１﹐１２（一二，一五）新编第四军在皖南泾县被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解散，军长叶挺

被擒。

１﹐１３（一二，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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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通电指摘国军预谋包围新四军。

乙、鄂北随县日军出扰，被击退。

丙、朱庆澜病卒于西安。

１﹐１４（一二，一七）湘鄂间连日有接触。

１﹐１５（一二，一八）

甲、美国务卿赫尔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演说，抨击侵略国，并特别指斥日本。

乙、缅甸政府代表团由考罗率领抵重庆。

丙、敌机袭衡阳。

丁、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１﹐１６（一二，一九）新任苏俄总顾问朱可夫谒蒋委员长，询新四军事件，盼国共勿起内

战。

１﹐１７（一二，二○）

甲、国府取消新编第四军番号。

乙、连日宜昌东北激战，日军被击退。

１﹐１９（一二，二二）

甲、希特勒墨索里尼在德国南部会议。

乙、日机袭云南个旧。

１﹐２０（一二，二三）

甲、罗斯福就第三任美总统职。

乙、苏浙边境激战于长兴宜兴。

丙、苏日渔业协议又延长一年。

１﹐２１（一二，二四）美对苏俄撤销【道义禁运】。

１﹐２２（一二，二五）

甲、新任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赴任。

乙、日机袭重庆。

丙、丘吉尔宣称将于欧陆攻击德国。

丁、北非英军占多布鲁克，义军二万余被俘。

１﹐２３（一二，二六）

甲、【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

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乙、湖北当阳之敌北犯。

丙、美总统罗斯福派居里来华考察经济币制。

１﹐２４（一二，二七）豫南信阳日军四路北犯（约八九万人）。

１﹐２５（一二，二八）

甲、豫南日军中路突破明港我军阵地。

乙、蒋委员长接见俄大使潘友新，答以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绝无其它问题，更无损

于抗战力量（潘友新曾提出询问）。

丙、中国印度空运试航。

１﹐２６（一二，二九）

甲、豫南日军右翼陷正阳，中路陷确山。

乙、日外相松冈洋右在国会演说，如美国继续援助中国，日美国交无法改善。

１﹐２７（一，一）

甲、蒋委员长在国府纪念周报告制裁新四军之意义在整饬军纪，绝不涉及政治问题。

乙、日首相近卫演说，中日战争尚无结束象征，并引咎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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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驻日美大使格鲁电国务院，美日如发生纠纷，日本将全面进攻珍珠港。

１﹐２８（一，二）

甲、豫南日军右翼陷汝南，中路陷遂平。

乙、日军大佐森员一郎在上海被暗杀。

１﹐２９（一，三）

甲、蒋委员长谈话美应加紧经济援华。

乙、重庆报上刊有共产党员六十一人脱党宣言之广告。

丙、豫南日军自平汉线陷西平，左翼陷上蔡，我军克正阳。

丁、泰越冲突因日本之调解停止。

戊、日机二十七架滥炸昆明。

己、新四军政治部发表【新四军事变真相】。

１﹐３０（一，四）

甲、豫南日军左翼陷舞阳。

乙、美总统之代表居里离美来华。

丙、陕甘宁边区政府布告在边区境内停止法币行使。

丁、忠义救国军及军统局上海行动队刺杀伪【中央储备银行】职员李翔卿等多人。

１﹐３１（一，五）

甲、豫南日军左翼陷保安驿。

乙、豫南我军收复正阳。

丙、法泰日三国代表签订停战协议。

２﹐１（一，六）

甲、湖北当阳日军三路北犯。

乙、豫南我军大举反攻。

丙、豫南日军右翼自上蔡陷项城，左翼陷方城。

丁、云南省府主席龙云谈，敌如窥滇，必以全力周旋。

戊、东京美大使格鲁电国务院，和平之展望，未有如今日黯淡者。

２﹐２（一，七）

甲、豫南我军克项城。

乙、蒙藏回三族慰劳将士代表团抵重庆，谒蒋委员长。

２﹐３（一，八）

甲、豫南我军克舞阳方城西平，日军自方城西南犯南阳。

乙、皖北日军陷太和。

丙、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屯积居奇办法】。

丁、中英合作公司首次会议。

戊、上海申报编辑金华亭被汉奸暗杀。

２﹐４（一，九）

甲、日军自广东大亚湾澳头登陆，陷淡水，犯惠阳（截断韶关至沙鱼涌海口之交通）。

乙、豫南日军陷南阳。

２﹐５（一，一○）

甲、豫南日军陷唐河。

乙、皖北日军陷界首。

丙、美总统代表居里抵香港。

丁、日本南洋联合舰队司令大角岑生等所乘飞机在中山县附近被击落毙命（２９﹐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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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一，一一）

甲、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克复南阳，日军东南走。

乙、四川万源县长邹明光以购办军粮舞弊，枪决。

２﹐７（一，一二）

甲、豫南我军克汝南，皖北克太和及界首。

乙、美总统之代表居里抵重庆。

丙、英军占领北非班加西。

２﹐８（一，一三）

甲、美众议院通过军火租借法案。

乙、罗斯福函蒋委员长，盼国共密切合作（本日收到）。

丙、行政院经济会议成立。

丁、豫南我军克驻马店。

２﹐９（一，一四）

甲、豫南我军克确山，皖北克涡阳。

乙、广东广三铁路敌北犯。

２﹐１０（一，一五）

甲、蒋委员长接见美总统代表居里，告以抗战目的一为抵抗日军，求取最后胜利，二为阻止

中国成一赤化之共产国家。

乙、美国会通过以高思继约翰逊为驻华大使。

丙、台湾革命同盟在重庆成立。

２﹐１１（一，一六）广东日军陷芦苞，我军克淡水。

２﹐１２（一，一七）

甲、美总统称美如在远东作战，无碍于援英。

乙、美政府令远东美侨继续撤退。

丙、日政府命商船归海军管制。

２﹐１３（一，一八）

甲、美总统下令自十五日起，实施禁油出口令。

乙、广东我军克芦苞及惠阳南之龙冈。

丙、公布【户口普查条例】。

２﹐１４（一，一九）

甲、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呈递国书，开始与国务卿赫尔会谈日美邦交。

乙、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王到日本。

２﹐１５（一，二○）

甲、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等为新四军事件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否则不出席参政会。

乙、党政考核委员会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

２﹐１６（一，二一）

甲、美总统谓中日战事与欧洲战争联成一气，彼对中日战争亦倍见关怀。

乙、英国宣布在新加坡区域布设水雷。

２﹐１７（一，二二）

甲、全国慰劳总会发起出钱劳军运动。

乙、土耳其保加利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２﹐１８（一，二三）

甲、日外务省发言人石井表示日拟调停欧战。

乙、澳洲军到新嘉坡增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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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豫南我军克明港。

丁、中共编新四军为七个师，以粟裕、张云逸、李先念等为师长。

２﹐１９（一，二四）

甲、新生活运动七周年纪念，蒋委员长广播讲演。

乙、美总统代表居里自重庆到成都。

丙、重庆劳军献金，三日总额达四百万元。

丁、美众院通过关岛设防案。

２﹐２０（一，二五）全国粮食及主计会议分别在重庆开幕（２﹐２４闭幕）。

２﹐２１（一，二六）天津美国驻军部份撤退。

２﹐２２（一，二七）

甲、中央设计局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

乙、豫北我军克沁阳。

２﹐２３（一，二八）今日为苏联建军纪念，蒋委员长赴苏大使馆致贺。

２﹐２４（一，二九）

甲、英美警告日本，重申反对日本南进之意。

乙、日外相松冈表示大洋洲应为亚洲民族移民地带。

丙、蒋委员长在全国粮食会议致词。

２﹐２６（二，一）蒋委员长接见美总统代表居里，并交付购买飞机及器材办法备忘录。

２﹐２７（二，二）

甲、罗斯福代表居里离重庆回国。

乙、日本迫越南对泰国割地。

丙、蒋委员长电罗斯福，请予冻结中国在美之私人存款。

２﹐２８（二，三）赣北彭泽日军分二股南犯。

３﹐１（二，四）

甲、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共产党参政员未出席，推蒋中正、张伯苓、左舜生、

张君劢、吴贻芳五人为主席团。

乙、敌以 俊六代西尾寿造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丙、蒋委员长在参政会讲演，抗战必须争取最后胜利，建国必须达到国防安全。

丁、保加利亚加入德义日三国公约（明日德军入保）。

３﹐２（二，五）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等向参政会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如接受即

出席。

３﹐３（二，六）

甲、日军在广东北海、阳江、海康、水东、电白登陆，掠夺物资。

乙、苏联通知保加利亚，不支持其任德军开入。

３﹐４（二，七）

甲、日军陷广东阳江台山。

乙、【战时公债】开始劝募。

丙、何应钦在参政会报告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问题。

丁、重庆浮图关改名复兴关。

３﹐５（二，八）

甲、蒋委员长表示中国力能自立，最艰危的去年业已过去。

乙、晋东南日军分自壶关高平犯礼义镇。

３﹐６（二，九）

甲、参政会决议，不接受任何参政员出席条件，仍盼共产党参政员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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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委员长在参政会说明政府对共产党参政员所提条件之态度，希望共党觉悟，服从军令，

遵守建国纲领。

丙、宜昌日军万余进犯南岸，与我第二十六军激战。

３﹐７（二，一○）美国务卿赫尔重申远东政策。

３﹐８（二，一一）

甲、美参议院通过军火租借法。

乙、广东我军克电白、阳江、北海。

丙、参政会通过统一军令，严肃军纪案。

丁、美国务卿赫尔与日大使野村开始会谈。

３﹐９（二，一二）

甲、参政会通过政府本年大政方针，统一军令政令（取消陕甘宁边区及晋冀察边区等非法组

织）。

乙、我空军炸宜昌敌人阵地。

３﹐１０（二，一三）

甲、罗斯福演说美已以军火援助反轴心国家，中国亦可获得援助。

乙、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闭幕。

３﹐１１（二，一四）美总统罗斯福批准租借法案。

３﹐１２（二，一五）

甲、宜昌南岸日军败退。

乙、晋东南我军夺回陵川。

丙、全国农政会议开幕（３﹐１８闭会）。

３﹐１３（二，一六）

甲、我军克复鄂南通城。

乙、日舰一艘在安庆东南新河口被我炮兵击沈。

丙、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会（明日决议设数学研究所）。

３﹐１４（二，一七）

甲、美总统罗斯福称援华计划在圆满进行中。

乙、日机袭成都，被我击落六架。

丙、美众院通过续建两洋海军。

丁、江西敌犯奉新高安。

３﹐１５（二，一八）

甲、美总统罗斯福演说，中国必可获得美国之援助。

乙、美国会通过租借法案。

丙、鲁南国军李仙洲部与滕县、峄县共军冲突。

丁、赣北日军自安义陷奉新（上高会战开始）。

戊、英军大队在希腊登陆。

３﹐１６（二，一九）中国新闻学会成立于重庆。

３﹐１８（二，二一）

甲、行政院通过【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

乙、日机袭重庆。

３﹐１９（二，二二）

甲、蒋委员长电罗斯福，感谢援华。

乙、日陆相东条到北平（明日板垣亦到）。

３﹐２０（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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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美参院通过关岛设防案。

乙、美国务院以德军将进攻苏联之消息通知苏大使奥曼斯基。

３﹐２１（二，二四）上海中国银行职员被敌宪兵绑去，又暴徒多人枪杀江苏农民银行职员

五人。

３﹐２２（二，二五）

甲、苏浙边境日军陷泗安（明日为我军克复）。

乙、江西日军攻上高，华军力拒。

３﹐２３（二，二六）

甲、日外相松冈抵莫斯科（明日晤斯大林谈中立条约）。

乙、上海暴徒绑去交通银行职员。

３﹐２４（二，二七）

甲、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八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开幕。

乙、美国会通过援助民主国家七十万万元拨款案。

丙、上海汉奸在中央、交通、农民银行投弹，死伤多人。

丁、日陆相东条视察张家口太原济南（自青岛回国）。

戊、苏联声明，土耳其若被侵参战，必能获得苏联充分谅解与中立。

３﹐２５（二，二八）

甲、赣北我军大捷，克复高安，日军后撤。

乙、设置国共关系调整特别委员会。

丙、南斯拉夫被迫加入德义日同盟，三国声明不对南要求军队假道。

３﹐２６（二，二九）日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自莫斯科抵柏林。

３﹐２７（二，三○）

甲、俄外交次长告中国大使，斯大林接见松冈洋右为纯礼貌举动。

乙、南斯拉夫发生反纳粹政变，国王彼得二世重掌政权。

３﹐２８（三，一）日俄军在绥芬河附近发生冲突。

３﹐３１（三，四）广东我军克陆丰。

４﹐１（三，五）

甲、中美订立第二次稳定货币协议（第一次订于１９３７﹐７﹐１４，并成立平准基金委员

会）。

乙、日外务大臣松冈与义首相墨索里尼会谈。

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通过【战时党政三年计划】，【国防工业战时三年计划纲要】。

丁、本日为第一届主计节。

戊、绥远我军克五原。

４﹐２（三，六）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八次全体会议议决：（一）推吴铁城为中央

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二）推王宠惠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三）以郭泰祺为外交部长；

（四）增设贸易部、粮食部（是日闭幕）。

４﹐３（三，七）全国合作会议开幕（４﹐６闭幕）。

４﹐４（三，八）

甲、罗斯福与居里谈中国情势。

乙、广东我军克汕尾。

丙、江西我军克奉新。

丁、中国滑翔总会在重庆成立。

４﹐５（三，九）苏俄南斯拉夫在莫斯科签订友好及不侵犯条约。

４﹐６（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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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参谋总长何应钦对英美播讲战况。

乙、德义军进攻南斯拉夫及希腊。

４﹐７（三，一一）

甲、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与苏俄外长莫洛托夫晤谈。

乙、蒋委员长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

４﹐８（三，一二）

甲、行政院决定于财政部设整理田赋筹备委员会。

乙、湖北我军克潜江。

丙、英国下议院讨论长江航运。

４﹐９（三，一三）

甲、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与美国务卿赫尔谈判（赫尔提出四原则：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

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维护机会平等，不扰动太平洋现状。野村建议：撤退在华之日军，

重庆与南京政权合流，中国承认【满洲国】，再由日本与中国新政府交涉）。

乙、美国与丹麦订立防卫格陵兰协议。

４﹐１０（三，一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商对陕北防务（传准备攻延安）。

４﹐１１（三，一五）

甲、松冈洋右再与莫洛托夫晤谈。

乙、俄大使潘友新告外交部，苏俄决不牺牲友邦利益，对松冈洋右乃例行招待。

４﹐１３（三，一七）

甲、日苏五年中立条约成立于莫斯科（由松冈洋右、建川美次郎与莫洛托夫签字）。

乙、广东我军克海丰。

４﹐１４（三，一八）

甲、外交部长王宠惠声明，决不承认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苏

日共同宣言（即４﹐１３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乙、美国务卿赫尔声明，美国政策不因苏日协议而有所变更。

丙、赫尔与野村会议日本修正案。

４﹐１５（三，一九）

甲、罗斯福与中国大使胡适及宋子文商讨租借物资运华问题。

乙、罗斯福批准美国空军后备官兵来华服务。

丙、战地党政会议开幕（４﹐１９闭幕）。

丁、福建我军克福清。

４﹐１７（三，二一）

甲、日本舰队司令宣布强化华南海岸封锁。

乙、浙江日军自杭州进陷绍兴。

丙、罗斯福批准第一批援华军用器材（值四千五百万美元）。

丁、南斯拉夫军对德义投降。

４﹐１９（三，二三）

甲、日军陷浙江镇海及福建连江、长乐。

乙、俄大使潘友新声明苏俄对华政策不变。

４﹐２０（三，二四）日军陷浙江宁波、台州、温州、诸暨及福建福清。

４﹐２１（三，二五）

甲、日军陷福州长门要塞。

乙、希腊与德签订和约。

４﹐２２（三，二六）日军陷福州及浙江慈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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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三，二七）

甲、日军陷浙江余姚及奉化溪口。

乙、希腊对德义投降。

４﹐２４（三，二八）上海法租界孤军团长谢晋元被暗杀（４﹐２５蒋委员长通令悼哀）。

４﹐２５（三，二九）

甲、各省市妇女干部工作讨论会开幕（４﹐２８闭幕）。

乙、浙江我军克临海、黄岩。

４﹐２６（四，一）

甲、中美五千万美元及中英五百万镑平准基金借款成立（一说中英借款在６﹐５）。

乙、福建我军克长乐。

丙、蒋委员长召开最高干部会议，商物价问题。

４﹐２９（四，四）

甲、中国国防用品公司在华盛顿成立。

乙、蒋委员长接见罗斯福总统之公子杰姆士罗斯福。

４﹐３０（四，五）日本外务省机关报【广知日报】发表【世界和平计划】，谓【太平洋各

岛屿应由日本建立共荣圈】。

５﹐１（四，六）

甲、滇缅公路管理委员会成立。

乙、中共中央局公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丙、杜月笙、戴笠约集各帮会首领张树声、杨虎、杨庆山、韦以黻等成立【人民行动委员会】。

５﹐２（四，七）日军退出浙江温州。

５﹐３（四，八）日本政府决定对美调整国交修正案，提议日美订立中立条约。

５﹐４（四，九）美国空军代表团由克莱吉率领来华视察（十月，第一批空军人员五十名赴

美受训）。

５﹐５（四，一○）

甲、莫斯科至哈密航空恢复。

乙、浙江我军克瑞安。

５﹐６（四，一一）

甲、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推及中国。

乙、日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密询德国大使以对日美谈判意见。

丙、日法订立越南通商税则协定。

丁、行政院议决以顾维钧为驻英大使，魏道明为驻法大使。

５﹐７（四，一二）

甲、野村向赫尔提议订立日美中立条约（赫尔表示冷淡）。

乙、日军大举进攻中条山。

５﹐８（四，一三）日军陷豫北济源及晋南垣曲（中条山之役），新第十七师长王竣战殁。

５﹐９（四，一四）法与泰国（暹罗）在东京订立和平条约。

５﹐１０（四，一五）

甲、蒋委员长于饯别美大使约翰逊席上演说，中国当与远东侵略者周旋到底，美国尽其作中

国后盾之责。

乙、军事考察团商震、林蔚等自印度到新嘉坡（曾在仰光考察）。

丙、德国副元首赫斯飞抵英国（苏格兰）。

５﹐１２（四，一七）

甲、野村向赫尔提出日本修正案，希望日美问题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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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粤东我军攻入惠阳。

丙、第三军军长唐维源战殁于中条山。

丁、政府公布【非常时期违犯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

５﹐１３（四，一八）

甲、中条山守军刘茂恩部开始突围。

乙、广东我军克花县。

丙、松冈洋右电赫尔，盼美勿参加欧战，并应劝重庆与日本和平交涉。

丁、外交部宣布中国澳洲互换使节。

戊、美国举行【中国周】，为中国难民募捐。

５﹐１６（四，二一）

甲、湖北我军克枣阳。

乙、中共之解放日报在延安发刊。

５﹐２０（四，二五）

甲、特任徐堪为粮食部部长。

乙、浙江我军克诸暨。

５﹐２１（四，二六）

甲、公布滇缅铁路基金公债条例，债额为一千万美元。

乙、大公报发表第十八集团军不与友军协同作战（次日周恩来答辩）。

丙、蒋委员长召开会议，商晋南军事及粮食征收问题。

５﹐２２（四，二七）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高思抵重庆。

５﹐２３（四，二八）英国重巡洋舰【胡特】在丹麦海峡被德国战斗舰【俾斯麦】击沈。

５﹐２４（四，二九）粮食部召开粮食会议，决定征收实物纲领。

５﹐２５（四，三○）

甲、中美互约战后措施（即废除美国在华特权）

，由郭泰祺与赫尔在华盛顿换文。

乙、美政府批准第二批对华军援武器，价约五千万美元。

５﹐２６（五，一）美大使高思呈递国书。

５﹐２７（五，二）

甲、中条山战役结束，我军撤往黄河以南。

乙、德国【俾斯麦】舰被英舰击沈。

丙、美总统罗斯福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对于中英之阻遏侵略，必须增加作战工具之供应。

５﹐２８（五，三）蒋委员长派李默庵将军陪同英武官戴尼斯少将赴广西湖南江西视察。

５﹐２９（五，四）罗斯福推荐拉铁摩尔充蒋委员长之政治顾问。

５﹐３０（五，五）全国举行端午劳军。

５﹐３１（五，六）

甲、美国务卿赫尔函外交部长郭泰祺，准备以外交方式废除美在华特权。

乙、赫尔对野村提出美国修正案。

６﹐２（五，八）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会于 Brenner。
６﹐５（五，一一）重庆因日机空袭，发生大隧道窒息案，死者三万人。

６﹐６（五，一二）

甲、蒋委员长视察重庆大隧道窒息现场。

乙、举行首届工程节。

６﹐７（五，一三）

甲、蒋委员长为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惩处防空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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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日机袭重庆。

６﹐８（五，一四）蒋委员长令澈查重庆大隧道窒息案，并研究善后及改进防空疏散办法。

６﹐１０（五，一六）

甲、行政院公布【防旱增产办法】。

乙、重庆市文化团体函请罗斯福禁汽油输日。

６﹐１１（五，一七）

甲、英外交次长白特勒宣称，英愿于战后放弃在华特权，并解决有关问题。

乙、日俄商务草约签字（因德俄战起，作废）。

６﹐１４（五，二○）

甲、汪兆铭再赴日本。

乙、英首相丘吉尔通知罗斯福，德军将进攻苏俄。

丙、罗斯福下令冻结轴心国家在美存款。

６﹐１６（五，二二）

甲、第三次全国财政问题会议在重庆开幕（６﹐２４闭幕）。

乙、罗斯福要求德义领事馆人员于７﹐１０前撤退。

丙、汪兆铭到日本神户。

６﹐１７（五，二三）

甲、任命熊斌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乙、俄日签订【满蒙划界协定】。

６﹐１８（五，二四）

甲、中英滇缅划界条约在重庆签字。

乙、英外相艾登在下议院宣布准备与中国谈判撤废领事裁判权。

丙、德、土十年友好条约在安哥拉签字。

６﹐１９（五，二五）

甲、平准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

乙、德义要求美国领事馆人员于７﹐１５前撤退。

６﹐２１（五，二七）美国务卿赫尔向野村提出５﹐３１案之修正案。

６﹐２２（五，二八）

甲、德军进攻苏俄。

乙、意大利对苏俄宣战。

丙、俄军进攻芬兰。

丁、丘吉尔宣布英国援助苏俄。

６﹐２３（五，二九）

甲、罗斯福宣布美国援助苏俄。

乙、蒋委员长约见俄总顾问朱可夫，谈俄德战争。

丙、毛泽东指示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援助苏俄。

丁、蒋委员长约各要人餐叙，认为日本将攻苏俄。

６﹐２４（五，三○）

甲、罗斯福宣称，美人志愿赴中国英国服务，乃合法行为，并不违中立法。

乙、汪兆铭晤日本首相近卫文●。

６﹐２８（六，四）

甲、成都发生抢粮风潮。

乙、美国正式宣布罗斯福推荐拉铁摩尔为蒋委员长政治顾问。

丙、日本宣布以三亿元贷与伪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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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９（六，五）

甲、蒋委员长命成都行辕及川康绥靖公署对成都抢粮风潮迅筹善后办法。

乙、罗斯福推荐拉铁摩尔为蒋委员长之政治顾问。

６﹐３０（六，六）

甲、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粮食部长徐堪宣誓就职。

乙、德驻日大使向日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劝告日本对俄采取军事行动。

７﹐１（六，七）

甲、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中央政治局通过【增强党性的决定】。

乙、日本内阁连日会议，决定对俄暂不采取行动。

丙、德义等国承认汪兆铭之南京政府。

７﹐２（六，八）

甲、中国对德义绝交。

乙、军事委员会发起公务员子弟当兵运动。

丙、日本御前会议，决坚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加强南进准备，暂不介入德俄战争，以外交

手段防止美国参战。

７﹐４（六，一○）英政府照会中国，愿于战后商订取销在华特权，并订立平等互惠条约。

７﹐６（六，一二）美国驻日大使转达近卫文●，美总统希望日本不参加对俄战争。

７﹐７（六，一三）

甲、顾维钧在伦敦讲演，中美英俄构成坚强反侵略阵线（顾于７﹐２抵伦敦）。

乙、日本以板垣为朝鲜屯驻军司令官，后宫淳为中国派遣军参谋长。

丙、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答复美国，日本尚未考虑对俄战争可能。

７﹐９（六，一五）外交部长郭泰祺广播加强国际反侵略阵线。

７﹐１０（六，一六）驻英大使顾维钧呈递国书。

７﹐１２（六，一八）英俄互助协议在莫斯科签字。

７﹐１４（六，二○）派徐谟为首任驻澳洲公使。

７﹐１６（六，二二）

甲、英政府正式声明，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并加强援助。

乙、日本近卫文●内阁辞职。

７﹐１８（六，二四）日本第三次近卫文●内阁成立，丰田贞次郎代松冈洋右为外务大臣。

７﹐１９（六，二五）教育部公布【设置部聘教授办法】。外交部公布【延聘外籍教授办法】。

７﹐２０（六，二六）

甲、蒋委员长与拉铁摩尔晤谈，获悉日美谈判情形，拟依李顿报告以解决东北问题（拉与冀

朝鼎自美偕来）。

乙、蒋委员长接见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谈美国空军志愿兵援华事。

７﹐２１（六，二七）

甲、法国接受日本军事控制越南要求。

乙、晋南我军克芮城、永济、虞乡、解县。

丙、大公报发表【恳劝第十八集团军】社论。

７﹐２２（六，二八）

甲、行政院设置全国水利委员会，薛笃弼为主任委员。

乙、鄂东我军克广济。

７﹐２４（闰六，一）罗斯福接见日本大使野村，要求日军勿进驻越南南部，允设法使越南

中立。

７﹐２５（闰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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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美国宣布中国及日本在美资产。

乙、苏俄驻日大使向日外务大臣丰田质问日俄中立条约效力。

丙、外交部长郭泰祺为日本攫取越南南部军事基地，发表声明，促有关各国注意。

７﹐２６（闰六，三）

甲、中英为修改不平等条约事相互换文。

乙、英国宣布冻结日本在英资产。

丙、英国宣布废止英日商约。

丁、美国向中国要求冻结中国在美资金，以免日本夺取。

７﹐２７（闰六，四）日军在山东日照登陆。

７﹐２８（闰六，五）日军在越南西贡开始登陆。

７﹐２９（闰六，六）

甲、收回欧亚航空公司自办（原与德国合办）。

乙、日本封存英美在中国沦陷区及东北资金。

丙、日法订立共同防卫越南议定书。

丁、中共之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通过施政纲领（边区政府主席为杨秀峰）。

７﹐３０（闰六，七）日机一百三十架轰炸重庆，美舰【图图拉】号被袭。

７﹐３１（闰六，八）日机连日猛炸四川自流井。

８﹐１（闰六，九）

甲、陈纳德领导之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正式在昆明成立。

乙、美国禁止航空汽油输出（输往日本之汽油完全停止）。

丙、各省田赋管理处成立。

丁、广东我军克潮阳。

８﹐２（闰六，一○）美俄换文，美允予俄以经济援助，俾加强对抗侵略之军事力量。

８﹐４（闰六，一二）

甲、公布【粮食库券条例】。

乙、美国务卿赫尔与俄大使商谈美国以军火援俄问题。

丙、德国承认日本在越之行动。

８﹐５（闰六，一三）日外务大臣丰田贞次郎向俄大使声明决诚实履行日俄中立条约。

８﹐６（闰六，一四）

甲、野村向赫尔提出日本对案（关于７﹐２４罗斯福之建议）。

乙、美国解封中、日、德、义人民在美资金。

８﹐７（闰六，一五）日本飞机开始对重庆施行所谓【疲劳轰炸】，昼夜不停。

８﹐８（闰六，一六）

甲、赫尔拒绝８﹐６野村之对案。

乙、野村建议赫尔，由罗斯福与近卫文●在檀香山举行会谈。

８﹐９（闰六，一七）公布【县参议会组织暂行条例】。

８﹐１２（闰六，二○）

甲、赫尔告美陆军部长史汀生，美国军事准备未成，尽可能与日本代表周旋。

乙、英美宣布如土耳其受欧洲国家攻击，即予援助。

丙、山西第十八集团军（即第八路军，共军）陈赓薄一波部袭击浮山之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

石端英第四十三军赵少铨，掳去团长二人。

８﹐１３（闰六，二一）

甲、蒋委员长为【八一三】四周年纪念，发表告全国军民书。

乙、日机连日轰炸重庆（每六小时一次），今日益为猛烈。



- 1257 -

丙、罗斯福、丘吉尔告斯大林，英美合作，尽力予苏俄援助。

８﹐１４（闰六，二二）

甲、罗斯福丘吉尔发表宣言，列举八事：一、美英不扩展领土；二、领土改变须得居民同意；

三、尊重人民自择政府形式权力，恢复被强制剥夺者之主权与自治；四、尊重所有大小或胜

败国家之平等商务，期达成经济繁荣；五、各国经济充分合作，期促改善劳工生活，经济进

步与社会安全；六、摧毁纳粹独裁后，建立和平，使各民族在本国境内安居，保障所有人类

生活不虞恐惧困乏；七、此种和平应使所有人类往来公海大洋不受阻碍；八、所有世界各国

应放弃使用武力，凡足以继续威胁或侵略他国之国家武装必须解除，美英并愿以可行方法援

助爱好和平人民，期减轻其军事负荷（此项宣言，后称为【大西洋宪章】）。

乙、航空委员会为纪念第二届空军节，公布四年来击落日机一千五百余架，毙日空军一千二

百人，俘六十九人。

丙、山西我军克孝义。

８﹐１５（闰六，二三）日机狂炸昆明。

８﹐１６（闰六，二四）英俄商约签字。

８﹐１７（闰六，二五）

甲、罗斯福允继续美日非正式谈判。

乙、外交部声明赞同８﹐１４罗斯福丘吉尔宣言。

８﹐１８（闰六，二六）

甲、日本外务大臣丰田告美大使格鲁，盼美日政府首长会晤，俟中国事变解决，即撤退越南

日军。

乙、行政院通过，任命冯钦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８﹐２０（闰六，二八）宣布与丹麦绝交（以丹麦承认伪满洲国及汪兆铭政权）。

８﹐２２（闰六，三○）美警告日本不得侵略泰国，并不许自越南进攻中国。

８﹐２４（七，二）丘吉尔向美国保证，如美日谈判不成，英国将立即援助美国。

８﹐２５（七，三）希特勒墨索里尼会晤，决心继续战争至胜利结束。

８﹐２６（七，四）

甲、美国宣布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以马格鲁德少将为团长，研究合作、中国军事情况、物

资需要。

乙、丘吉尔演说，如美日谈判失败，英将置身于美国阵线。

丙、行政院通过任命刘建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

丁、中国承认贝奈斯之捷克政府。

８﹐２７（七，五）日本近卫首相邀约罗斯福会晤，商讨全太平洋地区问题。

８﹐２８（七，六）

甲、赫尔告日大使野村，在罗斯福近卫会晤前，须先将主要问题达成原则上之协议。

乙、蒋梦麟率访缅代表团飞抵仰光（９﹐８返国）。

丙、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在重庆招待记者，报告复国运动情形。

８﹐２９（七，七）

甲、日外务大臣丰田向美大使格鲁提议，美日两国领袖应早日会晤谈判。

乙、中国与加拿大互换使节。

８﹐３０（七，八）日飞机轰炸重庆黄山，蒋委员长之卫士死伤十六人（时正召开军事会议），

市区内国民政府亦被炸。

９﹐３（七，一二）

甲、我军收复福州（福清、连江、长乐，日军亦退走）。

乙、缅甸政府豁免依美国租借法案运华物资转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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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七，一三）

甲、任命俞飞鹏为运输局局长。

乙、美女医师柯思抵香港（即赴贵阳服务）。

丙、赫尔告胡适，美日涉及中国之谈判，将先与中国政府讨论，美国无意牺牲解决太平洋问

题之基本原则与政策，包括自卫原则在内。各国如继续抵抗侵略，均可得美国物质上、精神

上、政治上之援助。

９﹐５（七，一四）

甲、中苏贸易合同签字。

乙、四川省立重庆大学解散。

９﹐６（七，一五）日本御前会议，军部表示不惜对美一战，天皇持不可。

９﹐８（七，一七）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

９﹐９（七，一八）蒋委员长对合众社记者谈话，盼美国勿与日本妥协，在正义和平未获保

障前，中国必继续抗战。

９﹐１１（七，二○）罗斯福宣布如在美国防卫水域内发现纳粹舰只，即予攻击。

９﹐１２（七，二一）豫北伪军刘昌义等率三万人反正。

９﹐１３（七，二二）日本东方协会会长中野正刚谈话，日与美英无接近可能。

９﹐１４（七，二三）中英美经济会议在香港举行。

９﹐１５（七，二四）

甲、外交部长郭泰祺对记者谈话，深信美日谈话不致牺牲中国。

乙、美国通知中国，美国试谈期间，凡有涉及中国者，必先与中国协商。

丙、美总统罗斯福向国会报告援华计划，将训练中国空军。

丁、外汇管理委员会在重庆召开首次会议。

９﹐１６（七，二五）

甲、田赋征实开始施行。

乙、外交部派曾养甫为驻缅甸代表团长。

丙、军令部命朱德释回８﹐１２被掳之阎锡山部两团长（不复）。

９﹐１７（七，二六）湘北日军主力越过新墙河，抵汨罗江北岸，我军杨森部御之。

９﹐１８（七，二七）【九一八】十周年纪念，蒋委员长发表告军民书，坚持抗战，收复东

北。

９﹐１９（七，二八）湘北日军十万越汨罗江，我军退出新市、浯口、浏阳。

９﹐２０（七，二九）日本决定国交调整谅解案。

９﹐２１（八，一）日全蚀，中国北部各省可见。

９﹐２２（八，二）

甲、传日外务大臣丰田向美大使格鲁提出对华和平九条件：一、中日亲善，二、尊重主权领

土完整，三、中日协力国防（共同防共），四、撤退在华日军，五、中日经济合作，六、重

庆南京政权合并，七、无土地割让，八、无赔款，九、中国承认【满洲国】。

乙、中缅协定签字，中国人民可移入缅甸。

９﹐２３（八，三）日本再向美国要求罗斯福与近卫直接会晤。

９﹐２４（八，四）湘北日军陷金井。

９﹐２５（八，五）湘北日军进至捞刀河。

９﹐２６（八，六）

甲、湘北日军进抵长沙附近，大战开始。

乙、荷兰派白雷格为驻华公使。

９﹐２７（八，七）长沙附近日军向永安市以东进犯，并降落伞兵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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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８（八，八）日军一部窜入长沙市区，我军反攻。

９﹐２９（八，九）

甲、我援军抵长沙，包围日军。

乙、粤北我军克清远。

丙、英国经济代表团由倪米亚率领来华。

１０﹐１（八，一一）

甲、进犯长沙日军败退，二次会战结束。

乙、全国地价申报第一期开始。

丙、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拉第抵重庆。

丁、英美接受苏俄供给原料要求。

戊、美海军部长诺克斯演说维护海上自由。

１０﹐２（八，一二）

甲、美国要求日本澄清自中国及越南撤兵意愿。

乙、蒋委员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长沙二次会战后之战略。

１０﹐３（八，一三）蒋委员长接见美助理国务卿格拉第。

１０﹐４（八，一四）

甲、日军陷郑州。

乙、英美等国使馆武官及外报记者自重庆飞抵桂林，转往长沙视察战地。

丙、蒋委员长自重庆飞桂林。

１０﹐５（八，一五）

甲、湘北我军北越汨罗江。

乙、【满洲国】外蒙古签订边界议定书。

１０﹐８（八，一八）湖北我军反攻宜昌。

１０﹐９（八，一九）中国国家社会党、青年党、农工党（第三党）、乡村自治派、职业教

育社组织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１９４３年救国会亦加入，１９４４年改组为民主同

盟）。

１０﹐１０（八，二○）

甲、财政部公布一年来全国节约储蓄运动储蓄总额五亿余元。

乙、我军一度攻入宜昌（１０﹐１３退出，死营长一，伤三）。

丙、蒋委员长发表告全国军民书。

丁、美政府拨款五千万美元供援华之用。

１０﹐１１（八，二一）美国军事代表团由马格鲁德率领到重庆。

１０﹐１２（八，二二）近卫召集陆军、海军、外务大臣及企划院总裁会议，商和战问题，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反对自中国撤兵。

１０﹐１３（八，二三）苏俄划唐努乌梁海为自治区。

１０﹐１４（八，二四）中英美财政会议在香港举行。

１０﹐１５（八，二五）韩国临时参政院在重庆开会。

１０﹐１６（八，二六）

甲、日本内阁总理近卫文●以内阁内部对和战意见不一，提请辞职。

乙、蒋委员长在南岳召开第三次军事会议。

丙、英国经济代表团由倪米亚率领抵重庆。

丁、中国与利比里亚订立友好条约。

戊、罗文干卒于广东罗定。

１０﹐１８（八，二八）日本东条英机内阁成立，自兼陆军及内务大臣，东乡茂德为外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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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并声明实现中国事件之解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１０﹐２０（九，一）德军进逼莫斯科。

１０﹐２１（九，二）

甲、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闭幕。

乙、中国工程师学会第七届年会在贵阳举行。

１０﹐２２（九，三）中英信用借款委员会在伦敦成立。

１０﹐２３（九，四）日俄军在珲春东南之一良山冲突。

１０﹐２４（九，五）苏俄宣布停止供给援华物资。

１０﹐２７（九，八）蒋委员长与美国军事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１０﹐２８（九，九）

甲、澳洲首任驻华公使艾格斯顿递国书（１０﹐２０到重庆）。

乙、日军自山西河津西犯。

１０﹐３０（九，一一）

甲、蒋委员长接见英国经济代表团团长倪米亚。

乙、美国滇缅路防疟团抵贵阳。

丙、英大使告蒋委员长，英国已派【韦尔斯亲王】等舰增防新嘉坡。

丁、罗斯福向苏俄提供十亿美元无息信用贷款。

１０﹐３１（九，一二）河南我军克郑州。

１１﹐１（九，一三）

甲、中缅运输局西南公路运输处在昆明成立。

乙、美国保证援助被蹂躏与被占领国家之重建及国际经济善后。

１１﹐２（九，一四）安徽我军克怀远。

１１﹐３（九，一五）

甲、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命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赴美，协助野村大使谈判（１１﹐５）。

乙、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警告美国，日本可能采取危险及突然行动，使对美战争不可避免。

１１﹐４（九，一六）

甲、蒋委员长电罗斯福，日本企图进攻云南，希望美英空军支持中国。

乙、蒋委员长接见澳洲公使艾格斯顿。

丙、河南我军克汝南。

丁、日机在常德桃源投鼠疫菌。

１１﹐５（九，一七）

甲、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交涉甲

乙案，及【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如外交谈判不成，即于十二月初发动武力。

乙、日本派遣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赴美谈判。

丙、蒋委员长告外国记者，各国必须团结一致。

１１﹐７（九，一九）

甲、野村向赫尔提出日本甲案。

乙、赫尔警告美国内阁，美日关系极端危险。

丙、蒋委员长对外报记者谈话，谓反侵略国家必须把握时机，争取主动，打击敌人之新攻势。

丁、蒋委员长亲向苏俄大使馆祝贺十月革命纪念。

１１﹐８（九，二○）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分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

１１﹐９（九，二一）美国撤退驻华海军陆战队。

１１﹐１０（九，二二）日本大政翼赞会决定【战争经济基本方策】。

１１﹐１１（九，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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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任命刘师舜为驻加拿大公使。

乙、山西日军陷东龙门。

１１﹐１２（九，二四）

甲、美英宣布对华贸易付款新办法。

乙、胡宗南派陶峙岳为河防总指挥。

１１﹐１４（九，二六）

甲、美总统罗斯福正式声明撤退驻北平、天津、上海之海军陆战队，并严令上海美侨作最后

一次之撤退。

乙、河南我军攻入中牟。

丙、江西我军攻南昌。

１１﹐１５（九，二七）日本特使来栖三郎到华盛顿。

１１﹐１６（九，二八）

甲、中美英协商，决共同保护滇缅公路。

乙、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

１１﹐１７（九，二九）

甲、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蒋委员长演说，反侵略阵线应于今冬明春之间，解

决日本事件。

乙、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声称，日美交涉和平解决为绝不可能之事。

丙、来栖、野村与罗斯福、赫尔会谈，来栖称德国并未要求日本参战。

１１﹐１９（一○，一）美国务卿赫尔与中国大使胡适晤谈。

１１﹐２０（一○，二）

甲、胡适将昨日赫尔谈话内情电告蒋委员长，蒋委员长以其仍有牺牲中国对日妥协之意，极

为痛愤，即令外交部复电，坚决反对，并自拟长电，警告美国政府。

乙、野村、来栖向赫尔提出新方案（乙案）：１日军仍占领越南，日美均不向东南亚与西南

太平洋作军事扩张；２日本在中国恢复和平后，自越南撤兵；３日美合作向荷印取得所需物

资；４恢复日美商业关系，美供给日本所需汽油；５在日本进行恢复中国和平时，美应制止

其偏袒态度与行动（复１０﹐２照会）。

１１﹐２２（一○，四）

甲、赫尔约晤中、英、澳、荷大使，商对日问题，如日本撤退越南驻军，保证不南进，不攻

云南，美可放松对日经济封锁（未提撤退在华日军事）。

乙、菲律宾总统奎松演说，保证公平待遇华侨。

丙、美英军在法属北非登陆。

１１﹐２４（一○，六）

甲、赫尔再晤中、英、澳、荷大使。

乙、美海军部宣布撤退长江美舰。

１１﹐２５（一○，七）

甲、德义日防共协定延长五年，汪兆铭之南京政权及【满洲国】、匈牙利、西班牙、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哥洛西亚、芬兰、丹麦、斯洛伐克均参加（订于柏林）。

乙、拉铁摩尔自重庆电告罗斯福之秘书居里，蒋委员长反对中日休战三月之议。

丙、复旦大学改为国立。

１１﹐２６（一○，八）

甲、日本海军机动部队由南云忠一率领，奉命出发袭击夏威夷珍珠港。

乙、宋子文、胡适晤罗斯福、赫尔。

丙、赫尔向来栖、野村等提出和平解决办法：１与太平洋有关国家订立互不侵犯条约，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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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国民政府外，不得支持中国其它政权，３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４日军应自中国及越南

撤退（共十条，此为蒋委员长１１﹐２０去电之影响）。

丁、参政会通过拥护蒋委员长【九一八】十周年告国民书，决收复东北，如不达目的，抗战

决不停止。

１１﹐２７（一○，九）赫尔告美陆军部长史汀生，日本问题非外交所能了，已成为军事问

题（史即通知各地军事负责人员戒备）。

１１﹐２８（一○，一○）

甲、日外务大臣东乡电令来栖、野村拖延谈判时间。

乙、赫尔再度警告官员，日本将立即攻击。

１１﹐２９（一○，一一）

甲、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大政翼赞会演说，重申【善邻】【防共】【经济提携】四事，并强调

必须昭雪报复美英对亚洲人民之剥削。

乙、日本重臣会议，商和战。

丙、赫尔告罗斯福，日本有立即攻击之危险。

１２﹐１（一○，一三）

甲、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三国开战。

乙、来栖声称，日本对美惟有投降或战争。

１２﹐２（一○，一四）

甲、美国质问日本最近增兵越南理由（由副国务卿韦尔斯向野村、来栖提出）。

乙、行政院通过任命刘多荃为热河省政府主席。

丙、杜月笙自香港飞重庆（已知局势紧急）。

１２﹐３（一○，一五）上海香港间之美英荷轮船停航。

１２﹐５（一○，一七）

甲、日本答复美国１２﹐２质问，越南日军调动为警备措施，以中国军队近来不时在中越边

境调动。

乙、赫尔训令东京及远东各地美国外交代表作重要准备。

丙、第三次全国内政会议开幕（１２﹐１０闭幕）。

丁、德军对莫斯科之攻击被阻。

１２﹐６（一○，一八）

甲、罗斯福亲电日皇要求日军退出越南（美国时间）。

乙、蒋委员长命拉铁摩尔电告罗斯福，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否则世界战争将循环不已，欲

求长期和平，免于赤化，唯有助中国独立不被他国侵略。

丙、美、英、澳、荷印完成防卫警备措施。

１２﹐７（一○，一九）罗斯福告胡适，已不能与日本妥协，美如参战，希望中国哀矜勿喜，

否则无以对美国人民，并望中国人民知责任之重大。

１２﹐８（一○，二○）

甲、上午一点二十分，日本空军偷袭夏威夷珍珠港，炸沈美战斗舰八只，轻巡洋舰三只，驱

逐舰三只，飞机一百五十五架（２５０？），官兵三千三百余人（夏威夷时间为１２﹐７上

午七点二十分）。美英对日本宣战（加拿大、澳洲、荷兰等国均对日本宣战）。

乙、日本对美英宣战。

丙、蒋委员长告美、英、俄三国大使，中国决对轴心国家宣战，并已准备对香港、越南、缅

甸与各国友军一致行动。并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盼成立联合作战委员会。

丁、日军占领鼓浪屿。

戊、罗斯福向苏俄大使利瓦伊诺夫表示，希望苏俄参加对日本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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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日军进入曼谷，泰国屈服。

庚、日机袭马尼剌、新嘉坡、关岛、威克岛。

１２﹐９（一○，二一）

甲、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并对德义宣战。

乙、苏俄驻华军事代表朱可夫覆蒋委员长，对日作战须由中美英俄共同作周密计划与充分准

备。

丙、日军在菲律宾、马来亚登陆。

丁、日军占威克岛。

戊、比利时、南非、纽西兰、古巴、智利等国对日宣战。

己、飞机三架自香港抵重庆，宋庆龄、宋蔼龄（孔祥熙夫人）同行（机上载有一犬，传为孔

夫人所携，舆论大哗，蒋委员长曾命查究）。

１２﹐１０（一○，二二）

甲、蒋委员长为对日、德、义宣战，发表告全国军民书。

乙、英国主力舰【韦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在新嘉坡被日军空军炸沈。

丙、日军占领关岛。

１２﹐１１（一○，二三）

甲、德义对美国宣战。

乙、美国对德义宣战。

丙、日德义三国协议在柏林签字，共同对美英作战，不单独媾和。

丁、蒋委员长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发表告海外侨胞书，勖努力协助友邦，消灭敌人。

戊、蒋委员长建议中英联合保卫缅甸、马来亚，中美陆空军协同作战（英美未予同意）。

１２﹐１２（一○，二四）

甲、斯大林电蒋委员长，苏俄正负担抗德主要任务，不能立即对日宣战，但将来必参加对日

作战。

乙、日军占领九龙。

丙、日机首次袭缅甸。

丁、台湾革命同盟会号召同胞抗日。

１２﹐１３（一○，二五）重庆市民举行反侵略大会。

１２﹐１４（一○，二六）广东我军进击九龙日军。

１２﹐１５（一○，二七）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开幕。

１２﹐１６（一○，二八）

甲、罗斯福电蒋委员长，主于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已另请英俄分在新嘉坡、莫斯科召开

同样会议。

乙、英国派丹尼斯为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

丙、日军占领澳门。

丁、日军登陆北婆罗洲。

１２﹐１７（一○，二九）蒋委员长召集美英代表及苏俄观察员会议，交换联合作战意见，

未获具体结果。

１２﹐１８（一一，一）

甲、日军登陆香港。

乙、日军占槟榔屿。

丙、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李墨尔免职，由尼米兹继任。

１２﹐１９（一一，二）广东我军攻入深圳。

１２﹐２０（一一，三）空军飞虎队（美空军志愿队）在昆明首次与日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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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１（一一，四）

甲、美国军事代表勃兰德，英国军事代表魏菲尔到重庆，即晤蒋委员长。

乙、日本与泰国订立【十年政治经济军事同盟】

。

丙、以宋子文代郭泰祺为外交部长，沈鸿烈代陈济棠为农林部长，陈仪为行政院秘书长。

１２﹐２２（一一，五）

甲、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九次全体会议议决授予总裁大权，以期迅速完成抗战胜利，

建国成功任务。

乙、丘吉尔抵华盛顿，力主先击败德国，对日本暂取守势。

１２﹐２３（一一，六）

甲、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１２﹐２４结束），亦未达成重大决议（中国拟派两

军八万人援缅甸，英仅希望一师）。

乙、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一、加强国民总动员实施纲领；二、

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三、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代郭泰祺）。

丙、日军占关岛。

１２﹐２４（一一，七）湘北日军七万分路渡新墙河，第三次进犯长沙，第二十七集团军杨

森等御之。

１２﹐２５（一一，八）日军占领香港。

１２﹐２６（一一，九）日军大举进攻菲律宾。

１２﹐２７（一一，一○）国防最高会议议决，宋子文未到任前，由蒋委员长兼代外交部长。

派熊式辉为赴美军事代表。

１２﹐２８（一一，一一）

甲、湘北日军渡汨罗江。

乙、江西我军克奉新。

１２﹐２９（一一，一二）

甲、湘北日军占新市。

乙、蒋委员长就兼代外交部长职。

丙、日军占马来亚怡保。

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自长沙移驻岳麓山。

１２﹐３０（一一，一三）

甲、蒋委员长与美大使高思商借款事（请美英各贷五亿美元）。

乙、行政院议决于经济部增置物资局，任何浩若为局长。

１２﹐３１（一一，一四）

甲、罗斯福函请蒋委员长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乙、日军进至长沙外围之捞刀河。

丙、浙江我军克余杭。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４２──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壬午

１﹐１（一一，一五）

甲、中美英俄荷等二十六国联合宣言，保证全力对轴心国家作战，决不单独与敌人媾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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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签字）。

乙、蒋委员长为缅甸英当局强提中国由美运抵仰光之器材物资，向英抗议，并命在华盛顿之

外交部长宋子文向英美严重交涉。

丙、蒋委员长对国人广播，谓抗战已入新阶段，应加强动员，贯澈胜利。

丁、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向外务省高级主管宣示拟经由苏俄谋求结束战争。

戊、日军猛扑长沙，李玉堂军御之。

１﹐２（一一，一六）

甲、军事委员会宣布，我军已开入缅甸协防。

乙、日军占领马尼剌。

１﹐３（一一，一七）

甲、同盟国宣布，蒋委员长任中国战区（包括泰国越南）盟军最高统帅。

乙、罗斯福丘吉尔宣布魏菲尔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１﹐４（一一，一八）

甲、进犯长沙之日军失利，死伤颇大，开始退却，并由鄂南增援。

乙、蒋委员长电在美之宋子文，洽请罗斯福遴派一美军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１﹐５（一一，一九）

甲、蒋委员长以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洛阳），卫立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

任。

乙、日军再向长沙猛攻，复被我军拒退。

１﹐６（一一，二○）

甲、英首相丘吉尔电令缅甸总督速将所扣中国军械一律放行（１﹐１０宋子文电告蒋委员

长）。

乙、行政院议决任命李培基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牟中珩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１﹐７（一一，二一）蒋电请英美各予中国五亿美金贷款。

１﹐８（一一，二二）

甲、进犯长沙之日军全部溃退。

乙、荷兰公使白雷格递国书（上年１２﹐２４抵重庆）。

１﹐９（一一，二三）

甲、法使馆照会外交部，要求中国勿派兵入越南。

乙、财政部长孔祥熙致书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商请贷款（希望五亿美元）。

１﹐１０（一一，二四）湘北日军被围于福临铺。

１﹐１１（一一，二五）

甲、日军开始进荷印，登陆婆罗洲。

乙、日军占领吉隆坡。

１﹐１２（一一，二六）蒋委员长电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确保迪化，徐图灭匪复地（１

９４４？

）。

１﹐１３（一一，二七）荷兰放弃婆罗洲之焦那湖。

１﹐１５（一一，二九）我军肃清湘北新墙河以南，日军北退（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

１﹐１６（一一，三○）

甲、英派薛穆尔为驻华大使，原任卡尔调使苏俄。

乙、日军进攻缅甸米打。

１﹐１８（一二，二）日德义新军事协议在柏林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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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一二，三）俄军攻占Mozhaisk，莫斯科危机解除。

１﹐２０（一二，四）胡宗南至晋西克难坡，晤阎锡山。

１﹐２２（一二，六）

甲、蒋委员长同意史迪威任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

乙、我空军炸越南日本军事目标。

１﹐２３（一二，七）美国决定派史迪威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监督

租借物资。

１﹐２４（一二，八）

甲、中国远征军第六军前队一团抵缅甸孟养（后续部队为英阻止）。

乙、广东我军克淡水。

１﹐２５（一二，九）泰国对英美宣战。

１﹐２６（一二，一○）

甲、日军攻占新嘉坡附近之居銮。

乙、同盟国海空军败日本舰队于Macassar海峡。

丙、美国远征军到爱尔兰。

１﹐２９（一二，一三）

甲、美陆军部长史汀生致书宋子文，说明史迪威之任务：一、监督美国援华物资，二、指挥

在华美军及蒋委员长拨交之华军，三、参加在华召开之国际作战会议，并担任蒋委员长之参

谋长，四、改进并控制中国境内之滇缅路。

乙、英、俄、伊朗同盟条约签字。

１﹐３１（一二，一五）

甲、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对华五亿元贷款案。

乙、美太平洋舰队重伤日军于马沙尔群岛。

丙、日军占领马来亚，进攻新嘉坡。

丁、英国退出缅甸毛淡棉，撤至萨尔温江西岸。

２﹐１（一二，一六）

甲、物资局成立。

乙、毛泽东发起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

股以整顿文风，打击国际派陈绍禹等，建立毛泽东中心思想）。

２﹐２（一二，一七）美国宣布以五亿美元贷予中国。

２﹐３（一二，一八）英国宣布以五亿美元贷予中国。

２﹐４（一二，一九）蒋委员长偕夫人及王宠惠、张道藩、董显光等离重庆飞印度，抵腊戍，

英大使卡尔同行。

２﹐５（一二，二○）蒋委员长抵印度加尔各答。

２﹐６（一二，二一）成都国际电台开始与新德里通报。

２﹐７（一二，二二）

甲、美国会通过对华五亿美元贷款案（２﹐１成立）。

乙、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长丹尼斯声明欢迎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第五、第六、第十六军

相继入缅）

。

２﹐８（一二，二三）

甲、英海军部宣布以军舰三艘赠予中国。

乙、日军登陆新嘉坡西岸。

丙、颜惠庆、陈友仁、唐寿民、林康侯、李思浩、曾毓隽等离香港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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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一二，二四）

甲、蒋委员长抵新德里。

乙、缅甸日军越过萨尔温江。

２﹐１０（一二，二五）

甲、蒋委员长与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及印军总司令会谈，劝宣布印度为自治领。

乙、蒋委员长与全印度国会党主席尼赫鲁会谈，劝暂放弃对英政治争执，集中对日战争。

丙、罗斯福电蒋委员长，决心开通印度阿萨密至昆明航空线。

２﹐１１（一二，二六）日本天皇昭和面令东条英机尽速结束战争（外务大臣东乡茂德之意）。

２﹐１２（一二，二七）

甲、蒋委员长接见尼泊尔王子巴哈度。

乙、丘吉尔电蒋委员长，劝勿访晤甘地。

丙、罗斯福签署对华五亿美元贷款案（２﹐１５蒋委员长电谢）。

２﹐１３（一二，二八）蒋委员长到白夏瓦，并视察开伯尔山峡。

２﹐１４（一二，二九）

甲、蒋委员长到拉合尔，即返新德里，得甘地函。

乙、伦敦举行对华致敬民众大会，欢迎中国成为英国之盟国。

２﹐１５（一，一）

甲、蒋委员长决定访晤甘地。

乙、新嘉坡英军向日本投降。

丙、缅甸英军退比林河。

丁、日军进攻苏门答腊，占领巨港。

２﹐１６（一，二）

甲、日本首相东条向国会宣称解放东亚。

乙、缅甸日军渡萨尔温江。

２﹐１７（一，三）

甲、蒋委员长自新德里再至加尔各答，与印度回教同盟领袖真纳晤谈（真纳表示回教徒与印

度教徒无合作可能）。

乙、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发表声明，为感谢蒋委员长访印，并对中国军民表示敬意起见，定３

﹐２为中国日。

丙、英国允予中国贷款五千万镑。

２﹐１８（一，四）蒋委员长在加尔各答与甘地晤谈（甘地对中印共同奋斗事不答，蒋颇失

望）。

２﹐２０（一，六）蒋委员长与尼赫鲁谈，盼中印共同奋斗（尼不表重视）。

２﹐２１（一，七）蒋委员长发表告印度人民书，谓印人参加战争不仅为协助反侵略国获得

胜利，亦为其本身自由奋斗之关键（当晚蒋抵昆明）。

２﹐２３（一，九）

甲、日本潜艇炮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SantaBarbara炼油厂。

乙、美英互助协定签字。

丙、缅甸英军败于 Sittanyz。
２﹐２４（一，一○）

甲、驻英大使顾维钧出席伦敦太平洋作战会议。

乙、中国与波兰复交，波兰撤销对【满洲国】承认。

丙、行政院议决任命曹浩森为江西省政府主席。

２﹐２６（一，一二）印度政府宣布在加尔各答设对华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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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一，一三）蒋委员长在昆明接见英军联络参谋马丁，商中国军队进驻缅甸同古。

２﹐２８（一，一四）蒋委员长在昆明宴美国空军志愿队。

３﹐１（一，一五）

甲、蒋委员长自昆明抵腊戍。

乙、第五军一师入缅甸。

丙、日军登陆爪哇。

３﹐２（一，一六）

甲、蒋委员长与西南太平洋统帅魏菲尔在腊戍商中国远征军进援仰光同古（翌日缅甸总督史

密斯亦至）

。

乙、西南太平洋区统帅魏菲尔改任印度缅甸战区统帅。

３﹐３（一，一七）蒋委员长在腊戍召集入缅部队长官训话。

３﹐４（一，一八）

甲、蒋委员长与空军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商空中侦察及在缅甸使用空军计划，即自腊戍返昆

明。

乙、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史迪威到重庆。

３﹐５（一，一九）蒋委员长自昆明返重庆。

３﹐６（一，二○）

甲、蒋委员长接见史迪威，商定派第五、第六两军入缅甸。

乙、新任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尔呈递国书（２﹐２６到重庆）。

丙、日军占爪哇巴达维亚。

３﹐７（一，二一）

甲、日军占缅甸仰光。

乙、远征军戴安澜师抵缅甸同古。

３﹐８（一，二二）日军登陆新几内亚。

３﹐９（一，二三）爪哇荷兰军对日本投降。

３﹐１０（一，二四）

甲、蒋委员长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并指挥中国缅甸远征军。

乙、派熊式辉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４﹐１３抵华盛顿）。

丙、行政院通过发行美金公债一亿美元，以美金借款中一亿元为偿还基金，又通过发行十亿

元国币公债。

３﹐１１（一，二五）史迪威自重庆赴缅甸。

３﹐１２（一，二六）缅甸政府派福格德为驻华代表。

３﹐１５（一，二九）

甲、蒋委员长任命卫立煌为缅甸远征军总司令，朱绍良兼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

乙、中国航空公司由昆明飞重庆飞机失事，英国军事代表团长丹尼斯等遇难。

３﹐１６（一，三○）中国与伊拉克订立友好条约。

３﹐１７（二，一）

甲、麦克阿瑟自菲律宾巴丹半岛脱险抵澳洲，担任联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

乙、重庆举行【印度日】。

３﹐１８（二，二）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前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开先在上海被捕（１９

３９年以来，吴两度奉命自重庆来上海工作，均得寓居香港之杜月笙协助。此次被捕，经杜

之友人徐采丞设法，于１０﹐１１获释）。

３﹐１９（二，三）史迪威就任中国入缅军第五、第六军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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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二，四）日俄渔业协议延长一年。

３﹐２１（二，五）

甲、中美五亿美元借款协定正式由宋子文与美财长摩根索在华盛顿签字。

乙、丘吉尔演说，未提及中国为四强之一。

３﹐２２（二，六）

甲、英国特使克利浦斯到印度（劝说印度全力合作对轴心国家作战）。

乙、入缅军戴安澜师在同古被围（史迪威命第五军第二十二师进援，杜聿明抗命）。

３﹐２３（二，七）日军占安德曼群岛。

３﹐２４（二，八）财政部发行【同盟胜利公债】一亿美元（法币二十元换美金一元）。

３﹐２５（二，九）我军与日军在缅甸同古激战。

３﹐２６（二，一○）缅甸仁安羌英军哗变。

３﹐２８（二，一二）日军占领同古，戴安澜师北退。

３﹐２９（二，一三）

甲、公布总动员法。

乙、新疆机械化旅长盛世骐被杀，苏俄策动之第二次迪化政变泄漏（省政府厅长二人，各地

行政长五人，文武官员多人被捕，盛世骐之妻陈秀英亦被杀）。

３﹐３０（二，一四）罗斯福宣布设立太平洋作战会议（４﹐１举行第一次会议）。

４﹐１（二，一六）

甲、财政部发行美金储蓄券及关金券一亿元（关金每元合法币二十元）。

乙、美国太平洋沿岸日人奉命开始撤迁。

４﹐２（二，一七）

甲、滇缅路封闭。

乙、中英订立【中印航空协定】。

丙、蒋中正派罗卓英为入缅远征军司令官。

４﹐３（二，一八）华盛顿举行太平洋作战会议。

４﹐４（二，一九）公布战时军律。

４﹐５（二，二○）蒋委员长自重庆到腊戍视察。

４﹐６（二，二一）蒋委员长抵美苗，晤缅甸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商缅甸战局（曾电劝丘

吉尔改进缅甸防务）。

４﹐７（二，二二）蒋委员长召集远征军将领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商讨作战计划，命

史迪威负责指挥缅甸战争（曾到瓦城）。

４﹐８（二，二三）

甲、蒋委员长自美苗回抵腊戍。

乙、美运输机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

４﹐１０（二，二五）

甲、蒋委员长自腊戍返昆明（４﹐１１返重庆）

。

乙、全美国举行【中国周】。

４﹐１１（二，二六）英特使克利浦斯宣告英印谈判不成。

４﹐１３（二，二八）苏俄警告日本盼严守中立条约。

４﹐１４（二，二九）

甲、伊朗对日本绝交。

乙、汤漪卒于重庆，年六十一岁（汤自香港逃出）。

４﹐１５（三，一）财政部动用３﹐２１中美借款二亿美元，作为发行美金公债之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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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６（三，二）

甲、缅境日军进攻仁安羌。

乙、伪东亚同盟军王绳武反正。

４﹐１８（三，四）美机第一次轰炸东京、名古屋、神户（自航空母舰起飞，由杜立德率领），

降落于衢州，飞机大都损毁（一架在俄沿海地方降落）。

４﹐１９（三，五）

甲、远征军孙立人师解仁安羌围，救出英军七千余人。

乙、蒋委员长要求参加美英参谋团会议与军火分配机构。

４﹐２０（三，六）陈勉吾之第五十五师败于缅甸罗衣考。

４﹐２１（三，七）

甲、我军事代表团长熊式辉晤罗斯福。

乙、行政院通过【统一募捐办法】。

４﹐２２（三，八）蒋委员长函电熊式辉，谓日军企图各方进攻，中国缺乏飞机及重兵器，

美国漠视中国战场，极感失望，命告美国军部。

４﹐２４（三，一○）

甲、蒋委员长接受英皇赠予之最高军人荣誉大十字勋章。

乙、孙良诚在河北叛变，改任汪兆铭之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丙、熊式辉晤美参谋总长马歇尔，无结果（马但云必要时可将史迪威调回）。

４﹐２５（三，一一）

甲、缅甸英军自仁安羌北撤，我军东撤。

乙、史迪威罗卓英决退却。

丙、第三次全国参谋长会议及第四次军事教育会议在重庆开幕（

５﹐４闭幕）。

４﹐２８（三，一四）日军进攻滇缅边境之腊戍。

４﹐２９（三，一五）日军占腊戍，我军达畹町，中缅交通断绝。

４﹐３０（三，一六）希特勒墨索里尼会于 Salzbury。
５﹐１（三，一七）

甲、国家总动员会议成立。

乙、财政部开始发行美金公债一亿元。

５﹐２（三，一八）

甲、日军陷缅甸瓦城，我远征军北退。

乙、荷属东印度全境为日军占领。

丙、中共之淮南、苏皖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施政纲领。

５﹐３（三，一九）日军陷云南畹町及龙陵（畹町积存物资八百万吨均损失）。

５﹐４（三，二○）

甲、蒋委员长为实施国家总动员法向全国广播。

乙、美日海军在珊瑚海大战。

５﹐５（三，二一）

甲、日军进至云南保山惠通桥，我军退怒江东岸。

乙、缅甸日军占八莫。

丙、行政院通过任李铁铮为首任驻伊朗公使。

５﹐６（三，二二）

甲、滇西日军渡过怒江。

乙、菲律宾群岛战事终了，科里几多尔岛美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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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赫尔电美国驻华代办范宣德，决废除美国在华特权。

５﹐８（三，二四）

甲、美海军在珊瑚海大破日舰队。

乙、缅甸日军占领密支那。

５﹐１０（三，二六）丘吉尔演说战局，对中国只字不提。

５﹐１１（三，二七）滇西日军陷腾冲。

５﹐１２（三，二八）史迪威自缅甸退回印度。

５﹐１３（三，二九）公布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

５﹐１４（三，三○）晋北日军陷兴县（寻为八路军贺龙所败，死伤七百余人）。

５﹐１５（四，一）俄日公布【满蒙划界议定书】。

５﹐１６（四，二）浙江日军由绍兴等处开始西犯，连陷嵊县诸暨（谋攻夺衢州机场）。

５﹐１８（四，四）缅甸我军第二百师长戴安澜勇战重伤（５﹐２６卒）。

５﹐１９（四，五）浙江日军陷桐庐。

５﹐２０（四，六）

甲、浙江日军陷浦江。

乙、史迪威自缅甸退至印度。

５﹐２１（四，七）浙江日军陷义乌。

５﹐２２（四，八）

甲、缅甸我军主力撤至印缅边境之坎柏蛹。

乙、浙江日军陷建德、永康。

５﹐２３（四，九）浙江日军陷东阳。

５﹐２５（四，一一）

甲、史迪威离缅甸战地，抵印度新德里。

乙、蒋委员长电告罗斯福，对于同盟国信心完全动摇。

５﹐２６（四，一二）

甲、行政院通过任郑尚友为驻土耳其公使。

乙、英俄互助协定签字。

５﹐２７（四，一三）

甲、浙江日军陷金华。

乙、赫尔以租借物资协定草案交宋子文。

丙、印度驻华代表沙洁福到重庆。

５﹐２８（四，一四）

甲、浙江日军陷兰溪。

乙、日军大举扫荡冀中。

５﹐２９（四，一五）－６﹐４（四，二一）罗斯福与俄外长莫洛托夫会谈，商开辟第二战

场，增加援俄物资，及战后和平安全问题。

５﹐３０（四，一六）孙立人师长退至印度。

５﹐３１（四，一七）蒋委员长于日记中斥龙云跋扈动摇，排斥中央驻军。

６﹐１（四，一八）

甲、蒋委员长夫妇应美国陆军部之请，对美广播。

乙、全国粮食会议开幕（６﹐６闭幕）。

丙、江西日军陷弋阳（６﹐２续陷进贤）。

６﹐２（四，一九）

甲、宋子文与赫尔在华盛顿订立【中美租借物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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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浙江日军退出浦江、永康、寿昌。

６﹐３（四，二○）

甲、国家总动员会议首次会议。

乙、史迪威自印度到重庆。

６﹐４（四，二一）日本飞机轰炸美国阿拉斯加之荷兰港及 FortMears。
６﹐５（四，二二）

甲、美日中途岛海战，日航空母舰【加贺】【飞龙】及主力舰【

赤城】【苍龙】号沉没。

乙、罗斯福警告日本，如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美将予报复。

丙、英请与中国协商收复缅甸。

丁、浙江日军进犯衢州。

６﹐６（四，二三）江西日军陷临川（６﹐７陷东乡）。

６﹐７（四，二四）浙江日军陷衢州，我上官云相、王敬久军撤退。

６﹐８（四，二五）美海军败日本舰队于中途岛。

６﹐９（四，二六）浙江日军陷常山，我军收复义乌。

６﹐１０（四，二七）蒋委员长命将在缅甸作战失职之师长陈勉吾（粤军余汉谋部）押解重

庆审办。

６﹐１１（四，二八）

甲、美俄订立互助协定。

乙、浙江日军陷江山、温州。

６﹐１２（四，二九）日军陷江西玉山。

６﹐１３（四，三○）日军陷江西广丰。

６﹐１４（五，一）重庆庆祝【联合国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同盟国广播。

６﹐１５（五，二）

甲、日军陷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退福建。

乙、美参谋首长请罗斯福取得斯大林同意，召开美俄军事会议，商共同作战问题（史允举行

会议，但避开对日问题）。

６﹐１６（五，三）江西日军陷贵溪。

６﹐１８（五，五）甘地致书蒋委员长，盼中印合作，要求英国退出印度（本日收到）。

６﹐１９（五，六）

甲、罗斯福丘吉尔开始于华盛顿会谈。

乙、美陆军部长史汀生致书罗斯福，坚主由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

丙、蒋委员长致书在华盛顿之熊式辉、宋子文，不满史迪威（８﹐１０收到）。

６﹐２２（五，九）

甲、宋子文参加罗斯福丘吉尔之华盛顿会谈。

乙、行政院地政署成立。

６﹐２３（五，一○）

甲、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自印度到重庆，蒋委员长允史迪威在印度训练部队。

乙、我空军炸汉口日军。

丙、行政院通过【钞票统一发行办法】。

６﹐２４（五，一一）

甲、浙江日军陷丽水（处州）。

乙、江西日军退出贵溪。

丙、中国与波兰公使互升为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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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５（五，一二）美国陆军部宣布正式设置欧洲战区总部于伦敦，由艾森豪威尔少将主

持。

６﹐２６（五，一三）熊式辉出席太平洋联合国家军事代表第一次会议（７﹐２又出席一次）。

６﹐２７（五，一四）

甲、罗斯福、丘吉尔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国对于赢得胜利计划，已获致全部协议。

乙、英俄在莫斯科订立物资援俄协议。

６﹐２８（五，一五）成吉思汗陵大祭，由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主持（成吉思汗灵柩

已迁置兰州）。

６﹐２９（五，一六）周恩来告重庆美国大使馆秘书兼史迪威政治顾问戴维思，中共部队愿

受史迪威指挥，开赴缅甸作战。

６﹐３０（五，一七）行政院通过【保障人民财产所有权案】。

７﹐１（五，一八）北非英军失利，退至艾阿拉敏。

７﹐２（五，一九）经济部长翁文灏应盛世才邀，偕交通部、航空委员会代表自重庆飞兰州，

会同朱绍良赴迪化。

７﹐３（五，二○）

甲、俄外交副长迪卡诺索夫到迪化，面致俄外长莫洛托夫致盛世才函，否认阴谋倒盛，历述

１９３４年盛建议在新疆实行共产主义，以次及于甘陕，１９３６年主张支持张学良西安事

变，１９４１年一月建议新疆独立，均为苏俄所拒。

乙、英国宣布改组印度政府（依克利浦斯建议，予印人以较大权力）。

７﹐４（五，二一）

甲、美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改组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三驱逐机队，陈纳德改任美

驻华空军司令，指挥该队。

乙、日军退出江西宜黄（７﹐７退出崇仁）。

７﹐６（五，二三）中国境内美空军大举出动，轰炸汉口、广州、南昌日机场。

７﹐７（五，二四）

甲、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上书蒋委员长报告与苏俄秘密交涉经过（７﹐１１收到）。

乙、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蒋委员长向全国广播，一致奉三民主义革命建国最高原理之指导，

发扬中华民族四维八德之传统精神，保障抗战胜利，建国成功。

７﹐８（五，二五）江西我军克崇仁。

７﹐９（五，二六）

甲、英外相艾登在下议院重申英国远东政策，继续承认重庆之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乙、俄大使潘友新将７﹐３莫洛托夫致盛世才函面交蒋委员长。

７﹐１１（五，二八）

甲、浙江日军陷温州。

乙、盛世才上呈蒋委员长，历述以往新疆与苏俄关系。

７﹐１４（六，二）蒋委员长召开会议，商讨新疆问题，决一面安抚扶植盛世才，不使铤而

走险，一面从苏俄，遏止其断然行动，设法收复新疆。

７﹐１５（六，三）日外务大臣东乡声明仍遵守日俄中立条约。

７﹐１６（六，四）

甲、蒋委员长面告俄大使潘友新，重申有关新疆之事，应与中国中央政府洽商。今后对于新

疆经济事项交涉，已派翁文灏前往办理，对于政治调查与督察事项，已派朱绍良前往主持，

希一并转达俄政府。

乙、英大使薛穆尔以７﹐９艾登声明照会外交部。

７﹐１８（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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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军自江西弋阳横峰撤退。

乙、日法越南经济协议签字。

７﹐１９（六，七）

甲、浙江日军退出建德。

乙、史迪威向蒋委员长建议反攻缅甸。

７﹐２０（六，八）罗斯福之秘书居里再到重庆。

７﹐２１（六，九）居里晋见蒋委员长，面递罗斯福函，并对印度问题，中美合作，改善中

英、中俄邦交等事交换意见。解释中美误会及史迪威事。

７﹐２２（六，一○）同盟国太平洋作战会议商定援华程序。

７﹐２６（六，一四）印度甘地发表【警告全体日人】。

７﹐２７（六，一五）公布第三届国民参政员名单。

７﹐２８（六，一六）蒋委员长致书史迪威，要求美国派兵三师参加打通滇缅路之战，在中

国维持空军飞机五百架，空运增至五千吨。

７﹐３０（六，一八）

甲、美国决定将启运来华之飞机改运埃及（蒋委员长不满）。

乙、重庆迪化无线电话通话。

８﹐１（六，二○）

甲、日机炸衡阳。

乙、蒋委员长同意史迪威反攻缅甸主张，惟须英国海陆军出动，并有充分空军支持。

８﹐３（六，二二）

甲、缅甸我军退至雷多，损失极大。

乙、浙江我军克遂昌。

丙、居里偕史迪威同见蒋委员长（蒋已一个月不理史迪威）。

８﹐４（六，二三）蒋委员长慰勉退入印度之远征军。

８﹐５（六，二四）浙江我军克处州、永康。

８﹐７（六，二六）

甲、罗斯福之秘书居里离重庆返美，史迪威去印度（居里与蒋委员长数度商谈，意见并不一

致）。

乙、美海军登陆所罗门群岛，占领瓜达康纳等岛。

８﹐１０（六，二九）蒋委员长电慰甘地、尼赫鲁等（甘地等昨被印度英总督逮捕）。

８﹐１１（六，三○）蒋委员长接见英大使薛穆尔，说明对印度问题之态度，盼美国斡旋，

保证战后允印独立。

８﹐１２（七，一）丘吉尔及罗斯福之代表哈里曼抵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

８﹐１３（七，二）浙江我军围攻松阳境内日军残部。

８﹐１５（七，四）

甲、蒋委员长及夫人自重庆飞抵兰州，处理新疆问题。

乙、浙江我军收复温州。

８﹐１７（七，六）美空军炸鲁昂。

８﹐１９（七，八）江西我军克上饶、贵溪。

８﹐２０（七，九）

甲、巴西放弃在华特权（治外法权）。

乙、立法院通过省参议会组织条例。

丙、政府褒扬杨庶堪。

丁、江西我军克广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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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１（七，一○）江西我军克鹰潭、玉山、东乡。

８﹐２２（七，一一）

甲、重庆兰州航空开始。

乙、罗斯福邀蒋委员长夫人访美。

８﹐２３（七，一二）

甲、浙江我军克江山、常山。

乙、江西我军克临川。

８﹐２４（七，一三）浙江我军克龙游、兰溪。

８﹐２５（七，一四）居里建议罗斯福更换史迪威。

８﹐２６（七，一五）

甲、斯大林格勒俄军猛烈反攻。

乙、蒋委员长夫妇及朱绍良等到西宁。

８﹐２７（七，一六）

甲、赫尔电美国驻英大使，商美英共同取消在华特权。

乙、江西我军克进贤。

８﹐２８（七，一七）浙江我军收复衢州。

８﹐２９（七，一八）蒋委员长夫妇自西宁飞抵酒泉，转嘉峪关。白崇禧、朱绍良、胡宗南

亦到。

８﹐３０（七，一九）

甲、蒋夫人宋美龄携蒋委员长函到迪化晤盛世才，朱绍良、吴忠信随行（翌日携盛世才复书

东返）。

乙、蒋委员长飞抵张掖。

８﹐３１（七，二○）

甲、蒋委员长飞抵武威，得盛世才复书，谓决遵照指示。

乙、浙江我军克汤溪。

９﹐１（七，二一）

甲、行政院通过改善公务员生活案。

乙、东条英机自兼日本外务大臣（原任大臣东乡茂德因主早日结束战争及设置大东亚省问题

与东条冲突，辞职）。

９﹐２（七，二二）浙西赣东之日军后撤，敌我两军恢复六月间态势。

９﹐３（七，二三）蒋委员长夫妇由宁夏飞抵西安。

９﹐５（七，二五）盛世才通知迪化苏俄总领事，要求撤退在新疆之苏俄人员。

９﹐６（七，二六）

甲、蒋委员长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９﹐１０闭幕）。

乙、德军占领苏俄之黑海军港 Novoross●sk。
９﹐８（七，二八）行政院议决以魏道明继胡适为驻美大使（宋子文与胡不谐）。

９﹐９（七，二九）

甲、重庆举行首届体育节。

乙、日机袭美国俄勒冈州。

９﹐１３（八，四）毛泽东之代表林彪到西安，谒蒋委员长（或作１０﹐１３说）。

９﹐１４（八，五）蒋委员长夫妇自西安返抵重庆。

９﹐１６（八，七）

甲、中共在新疆之陈潭秋、毛泽民（新疆民政厅长周彬）、林基路以阴谋夺取该省政权，为

盛世才所逮捕（不久均被处死。据传陈、毛等运动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举事，世骐不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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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妻共产党员陈秀英所刺死。

秀英后亦被盛世才处死）。

乙、罗斯福夫妇再邀蒋委员长夫人访美。

９﹐１７（八，八）

甲、美国务院发表十一年来美国之远东政策文书。

乙、谷正之任日本外务大臣。

９﹐１９（八，一○）公布捐资兴办社会福利事业褒奖条例。

９﹐２１（八，一二）

甲、蒋委员长从史迪威之请，允由中国运兵四万五千人至印度蓝伽，接受美国训练与装备。

乙、蒋委员长电各省市指示粮政问题。

丙、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团自重庆出发。

９﹐２３（八，一四）

甲、蒋委员长命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派第四十二军限期开赴肃州玉门。

乙、日本特使平沼骐一郎、有田八郎、永井柳太郎到南京。

９﹐２９（八，二○）孔祥熙在行政院会议报告准备与美总统特使威尔基谈话，一、对中共

决不歧视，惟须服从政令、军令；二、民主政治取渐进步骤；三、日本占领区须收回，恢复

九一八前原状；四、在不妨碍中国工业化之前提下，各国贸易平等自由；五、维持法币，使

汇率有利于国际贸易；六、战争必须解决日本，及收回东北。

９﹐３０（八，二一）

甲、罗斯福之特别代表威尔基经迪化抵兰州。

乙、蒋委员长在动员会议讲述物价高涨、预算膨胀之危险，决以经济会议为主管物价机关，

施行限价，分期、分级、分区推行。预算须核实缩减，骈枝机关须裁撤，冗员移往边区工作。

１０﹐１（八，二二）浙江我军克永康。

１０﹐２（八，二三）

甲、罗斯福之特别代表威尔基抵重庆。

乙、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理事长卡宾德抵重庆。

１０﹐３（八，二四）

甲、蒋委员长宴威尔基。

乙、威尔基晤林森主席。

１０﹐４（八，二五）蒋委员长开始与威尔基会谈。

１０﹐６（八，二七）

甲、蒋委员长告威尔基，东北及台湾必须归还中国，旅顺大连军港中美可共同使用。

乙、威尔基对国人广播，全力反攻时机已到。

丙、美英俄在华盛顿订立美英交付苏俄军事装备、军火及原料协议。

丁、驻美大使魏道明呈递到任国书。

戊、第四届兵役会议在重庆开幕（１０﹐１０闭幕）。

１０﹐７（八，二八）

甲、罗斯福宣称战后所有战犯均须交付联合国之一委员会侦查。

乙、威尔基离重庆飞西安。

１０﹐９（八，三○）

甲、美国务院通知中国大使魏道明，美政府准备即与中国政府谈判放弃在华特权（治外法权）

及有关问题之条约，并将于最近提出草案，以供中国政府考虑。

过去数周美国已与英政府交换一般问题意见，英政府已表同意，并采取同样行动（美国时间）。

乙、英外部宣布已通知中国代办，愿与中国政府谈判放弃在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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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威尔基离华返美。

１０﹐１０（九，一）

甲、蒋委员长宣布美英放弃在华特权，改订平等新约；另电令外交部长宋子文即与美国政府

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事。

乙、蒋委员长在参政会演说外交方针，否认中国有领导亚洲之意。

丙、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费城独立厅扣鸣自由钟三十一响，庆祝中国国庆。

１０﹐１１（九，二）

甲、纽西兰总理福来塞声明决定放弃在华特权。

乙、美日所罗门群岛海战，各沉巡洋舰及驱逐舰一艘。

１０﹐１２（九，三）

甲、中美新约开始在华盛顿谈判。

乙、罗斯福电蒋委员长，允加强在华空军及空运。

１０﹐１３（九，四）

甲、美日所罗门群岛海战结束，美军胜利，瓜岛仓库被击中，损失飞机百余架。

乙、林彪到重庆见蒋委员长，申明中共拥护抗战建国、合作团结诚意，中共盼在蒋委员长领

导之下，奠立稳固基础，以底于最后成功。

１０﹐１４（九，五）

甲、威尔基返抵华盛顿。

乙、蒋委员长续与史迪威商反攻缅甸计划（英国不积极）。

１０﹐１５（九，六）驻英大使顾维钧回抵重庆述职。

１０﹐１６（九，七）蒋委员长接见苏俄大使潘友新，表示新疆独山子油矿可与苏俄签订合

同，迪化飞机制造厂亦可签订合同。

１０﹐１９（九，一○）

甲、中共晋西北临时参议会通过施政纲领。

乙、日本将４﹐１８轰炸东京被俘之美国飞行员处死。

１０﹐２１（九，一二）日军大举进攻太行山区，陷山西沁源。

１０﹐２２（九，一三）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

１０﹐２３（九，一四）苏俄大使潘友新离重庆返俄。

１０﹐２４（九，一五）

甲、美国提出中美新约草案。

乙、杜月笙自重庆赴西北考察（１０﹐２６抵成都）。

１０﹐２５（九，一六）外交部长宋子文自美返抵重庆。

１０﹐２６（九，一七）

甲、巴西放弃在华特权。

乙、美机炸香港广州。

１０﹐２７（九，一八）加拿大、荷兰、挪威、阿根廷放弃在华特权。

１０﹐２８（九，一九）

甲、蒋委员长在参政会报告加强管制物价方案。

乙、中美英俄东亚作战会议在重庆举行（？）。

丙、英大使薛穆尔奉令与中国谈判新约。

１０﹐２９（九，二○）参政会通过加强管制物价方案。

１０﹐３０（九，二一）

甲、英国提出中英新约草案。

乙、外交部长宋子文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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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日本舰队自所罗门群岛撤退。

１０﹐３１（九，二二）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闭幕（１０﹐２９？）。

１１﹐１（九，二三）

甲、中美英开始建筑中印公路（自印度雷多处）

。

乙、日本设置大东亚省，废止拓殖省。

１１﹐３（九，二五）蒋委员长允自云南出兵反攻缅甸，驻印军归史迪威指挥，召回罗卓英，

惟须海空军居于优势。

１１﹐４（九，二六）加拿大任命欧德伦为驻华公使。

１１﹐５（九，二七）

甲、杜月笙自重庆到西安，翌年正月中旬返重庆。

乙、北非德军隆美尔部为英军蒙哥马利所败，退突尼西亚。

１１﹐７（九，二九）美军登陆法属北非洲。

１１﹐８（一○，一）

甲、战斗法国领袖戴高乐广播号召北非法人全力与同盟军合作。

乙、法国对美绝交。

１１﹐１０（一○，三）

甲、英国会议员访华团到重庆。

乙、驻俄大使邵力子返抵重庆述职。

丙、法总理拉伐尔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会谈。

１１﹐１１（一○，四）

甲、蒋委员长招待英国议员访华团。

乙、德军进驻法国非占领区，贝当抗议。

１１﹐１２（一○，五）

甲、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十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开幕。

乙、中国古巴友好条约在古京签字，取消华人入境限制。

１１﹐１３（一○，六）英德大战于北非突尼西亚。

１１﹐１３至１５美日瓜达康纳海空大战，日本反攻失败，主力舰【比叡】【雾岛】号沉没。

１１﹐１５（一○，八）达尔兰宣布为法属北非统治者，以杰拉尔德为总司令。

１１﹐１６（一○，九）英国议员访华团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旁听，蒋总裁致词

欢迎。

１１﹐１７（一○，一○）

甲、蒋宋美龄夫人应罗斯福夫妇邀请，飞往华盛顿。

乙、蒋委员长在纽约前锋论坛报发表论文，主建立平等互赖的世界，消弭任何形式的帝国主

义。

丙、行政院经济会议召集各省主席讨论限价问题。

１１﹐１８（一○，一一）中央党部宴英国议员访华团。

１１﹐２０（一○，一三）北非英军占领班加西。英空军轰炸意大利土兰。

１１﹐２１（一○，一四）美国宣布任命雷曼为联合国占领区善后救济督办。

１１﹐２２（一○，一五）

甲、英国交还福州租用地。

乙、斯大林格勒俄军反攻。

１１﹐２３（一○，一六）曾纪芬（聂缉规妇）

卒于上海，年九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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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４（一○，一七）英议员访华团在重庆招待中外记者，谓英决摧毁德日，先击溃德

国，战至日本投降为止。

１１﹐２５（一○，一八）

甲、英国会议员访华团到西安，转往河防前线视察。

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一、加强战时财政合理统筹以裕国计而利抗战建

国案，二、策进役政宏裕兵源案，三、制定工业会法以发展工厂增加生产案。

１１﹐２７（一○，二○）

甲、蒋宋美龄夫人抵纽约，罗斯福之代表霍浦金斯迎接，其夫人亦来晤。

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通过实施管制物价案。特别委员会报告，对中共仍本宽大

政策，盼能澈底觉悟，服从政府法令，政府必一视同仁，加以保障（大会即闭幕）。

１１﹐２８（一○，二一）俄军在 VelikceLuki地区反攻。

１１﹐２９（一○，二二）

甲、丘吉尔对世界演说，保证欧洲战争结束后，英将全力对日作战。

乙、英国会议员访华团抵成都。

１２﹐１（一○，二四）中国荷兰公使馆互升为大使馆。

１２﹐７（一○，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以张道藩代王世杰为中央宣传部长。

１２﹐８（一一，一）

甲、国民政府任命张厉生为行政院秘书长，贺耀组为重庆市长，吴国桢为外交部政务次长。

蒋准交通部长张嘉璈辞职，以曾养甫继。

乙、罗斯福丘吉尔互换文书，保证美英两国将澈底击败日本。

１２﹐９（一一，二）第四次全国地政业务会议在重庆开幕（１２﹐１１闭幕）。

１２﹐１０（一一，三）英国会议员访华团自昆明返英。

１２﹐１１（一一，四）斯大林函蒋委员长，谓中俄友谊必能坚而且笃，战后此种友谊必能

奠定人民合作之基础，树立世界永久和平。

１２﹐１４（一一，七）美英加设立联合钢铁委员会。

１２﹐１５（一一，八）罗斯福于无线电传真中亲笔致函蒋委员长。

１２﹐１７（一一，一○）行政院通令自明年１﹐１５起，实施限价，所有物价工资均以本

年１１﹐３０为评定标准。

１２﹐１８（一一，一一）日本飞机一架自南京飞汉口，在安徽太湖被击落，第十一兵团长

冢田攻中将等十一人死之。

１２﹐２０（一一，一三）

甲、汪兆铭到东京，商参战事（１２﹐２７返南京）。

乙、俄军在高加索大举反攻。

１２﹐２１（一一，一四）日军陷湖北英山。

１２﹐２２（一一，一五）裁撤物资局，设立农本局。

１２﹐２３（一一，一六）参政会成立经济动员策进会。

１２﹐２４（一一，一七）达尔兰被刺，杰拉尔德继为法属北非统治者。

１２﹐２５（一一，一八）

甲、蒋委员长茶会招待盟邦军官。

乙、百架滑翔机在重庆举行命名典礼。

１２﹐２６（一一，一九）河南驻军减食救灾。

１２﹐２８（一一，二一）蒋委员长电罗斯福，必须海空军处于优势，始能反攻缅甸。

１２﹐２９（一一，二二）重庆大学、山西大学、英士大学均改为国立。

１２﹐３０（一一，二三）中美平准基金协议有效期延长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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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１（一一，二四）明令表彰忠勇殉职将领三十八人，入祀首都忠烈祠。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４３──中华民国三十二年癸未

１﹐１（一一，二五）蒋委员长慰劳荣誉军人，并发表告荣誉军人书。

１﹐２（一一，二六）

甲、日军陷安徽临时省治立煌县，另支陷太湖（报复１２﹐１８事件）。

乙、威尔基演说，主成立联合国大会。

１﹐４（一一，二八）

甲、日军陷安徽桐城。

乙、日机廿一架袭桂林。

１﹐５（一一，二九）

甲、大公报社论【辟新孤立主义】指责最近美人言论。

乙、同盟国宣言，对敌人在占领区侵夺物资行为，保留宣告无效之权，并由敌负赔偿责任。

１﹐７（一二，二）河南日军由商城进陷固始。

１﹐８（一二，三）

甲、河南日军由固始陷潢川，我军克固始。

乙、安徽我军克立煌。

丙、蒋委员长电罗斯福，如海军不能参加，反攻缅甸惟有展期。

１﹐９（一二，四）

甲、汪兆铭之南京伪组织对英美宣战。

乙、日本与汪兆铭之南京政府共同宣言，撤废日本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

丙、河南我军克商城。

１﹐１０（一二，五）

甲、河南我军收潢川，敌陷光山。

乙、苏大使潘友新返重庆，携来斯大林１２﹐１１致蒋委员长函。

丙、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闭幕（１２﹐２５开幕）。

１﹐１１（一二，六）

甲、中英、中美平等新约分别在重庆华盛顿签字。

乙、外交部声明中国保有收回九龙之权。

丙、中美英俄代表在华盛顿商谈战后重建及救济问题。

丁、河南日军自光山陷罗山（寻即西走信阳）。

安徽我军克太湖。

１﹐１２（一二，七）国府明令昭告，中美中英新约成立，蒋委员长并发表告全国军民书，

勉奋发图强。

１﹐１４（一二，九）

甲、罗斯福、丘吉尔会于摩洛哥之卡萨布兰卡（原邀斯大林相会，史拒）。

乙、缅甸北部日军东犯，与我军激战（１﹐８开始）。

１﹐１５（一二，一○）

甲、各地开始限价（蓝布每疋二千四百五十元，米每石五百二十元，较战前约高百倍）。

乙、北非英军开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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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一二，一一）

甲、国民党发表五十年来外交奋斗史。

乙、新疆省党部成立，盛世才任主任委员。

丙、伊拉克对德义日宣战。

１﹐１７（一二，一二）俄大使潘友新晋见蒋委员长，面递去年１２﹐１１斯大林函。

１﹐１８（一二，一三）被德军围攻十七阅月之列宁格勒解围。

１﹐１９（一二，一四）

甲、行政院通令，违反限价者按军法惩治。

乙、周恩来告美国大使馆秘书庄莱德，三年半以来共军未得国民政府军事或经济支持。

１﹐２０（一二，一五）德义日订立经济合作协定。

１﹐２１（一二，一六）

甲、大别山区战事停止。

乙、东条称病，日议会缓开。

１﹐２２（一二，一七）八路军徐向前部克山东郯城。

１﹐２３（一二，一八）

甲、俄军夺回 Armavir。
乙、英军占领北非的黎波里。

１﹐２４（一二，一九）

甲、罗斯福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之会议完毕，决定攻势计划，积极援助中苏，日德义须无条

件投降（先开欧洲第二战场，展期反攻缅甸）。法国之戴高乐、杰拉尔德亦宣布协调。

乙、人事行政学会举行第一次年会。

１﹐２５（一二，二○）

甲、苏军克复佛罗内兹克。

乙、罗斯福、丘吉尔电蒋委员长，决立即增援陈纳德，打击日本海运路线及其本土，即派陆

军航空队司令安诺德来商反攻缅甸问题。

１﹐２７（一二，二二）

甲、美英大使高思、薛穆尔晋见蒋委员长，投递罗斯福丘吉尔电。

乙、萨尔瓦多撤销对于伪满之承认。

丙、美空军开始全面轰炸德国。

１﹐２８（一二，二三）

甲、滇边大猛笼方面继续激战。

乙、日本重申遵守日俄中立条约。

丙、日本议会复会，东条演说，谓本年为决定战事之期。

１﹐２９（一二，二四）

甲、美议员不满对华供应数（约为百分之二）。

乙、周恩来邀晤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庄莱德等，林彪说明见蒋委员长经过。

１﹐３０（一二，二五）

甲、立法院通过新闻记者法。

乙、所罗门伦奈尔岛发生海战，日方称击沉美主力舰二，巡洋舰三（美承认重巡洋舰及驱逐

舰各一）。

丙、英空军开始白昼轰炸柏林。

１﹐３１（一二，二六）

甲、蒋委员长撰成【中国之命运】。

乙、斯大林格勒德军两军被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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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一二，二七）

甲、瓜达康纳岛日军开始撤退。

乙、蒋委员长为救济豫灾，令普设粥厂。

丙、苏俄肃清高加索区德军。

２﹐２（一二，二八）

甲、大公报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对政府豫灾措置及限价问题有所指责（被停刊三日）。

乙、斯大林格勒德军全部肃清，被歼二十二师团（三十三万人）。

丙、丘吉尔访问土耳其毕，抵开罗。

２﹐４（一二，三○）国民政府批准【中美新约】。

２﹐５（一，一）

甲、美空军总司令安诺德中将及英狄尔元帅到重庆，报告罗邱会议详情，并商军事，决定共

同攻击计划，合力对日（展期反攻缅甸）。

乙、全国举行庆祝中美及中英新约。

丙、义政府改组，齐亚诺免职，墨索里尼自兼外相。

２﹐６（一，二）

甲、新任驻俄大使傅秉常离重庆赴任。

乙、美将艾森豪威尔任北非盟军统帅。

２﹐７（一，三）

甲、所罗门群岛中之瓜达康纳日军一万一千人完全撤退，抵抗终止。

乙、参谋总长何应钦偕安诺德狄尔赴印度。

丙、蒋委员长要求美国在华设立航空队，由陈纳德指挥。

２﹐８（一，四）苏军南路克复库尔斯克（１９４１﹐１１﹐１１失陷）。

２﹐９（一，五）

甲、美总统罗斯福将飞越喜马拉雅山之空运物资计划通知蒋委员长。

乙、何应钦、宋子文与安诺德、史迪威，及英方魏菲尔、狄尔会于加尔各答，商定十一月反

攻缅甸。

２﹐１０（一，六）甘地开始绝食，要求释放。

２﹐１１（一，七）

甲、丘吉尔在国会报告，先击溃德国，再对日决战。

乙、何应钦偕安诺德、狄尔到印度。

丙、美参议院批准中美新约。

丁、日机分袭桂林柳州。

戊、美国务院远东司长韩米尔顿报告，中国因缺乏美国援助，可能不再积极作战，而与日本

媾和，一部分领袖沮丧之情与失败主义观念严重增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１９３７年之

七十倍。如不给以大量军事援助，中国陆军将无力牵制日军。共军对日本行动，亦已停止。

２﹐１２（一，八）

甲、罗斯福在林肯诞辰播讲，决击溃德义日，并于年内对日进攻，直接自中国出击。重申轴

心国须无条件投降（此政策加强轴心国之抵抗）。

乙、滇西日军进犯怒江。

２﹐１３（一，九）

甲、何应钦在印度新德里讲演战局。

乙、日机分批扰广东湖南。

２﹐１４（一，一○）

甲、鄂中日军南犯，陷郝穴。苏北日军进犯淮安宝应以东江苏主席韩德勤、军长顾锡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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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军彭雪枫、罗炳辉亦向韩等袭击。

乙、俄军克复罗斯托夫。

２﹐１５（一，一一）

甲、鄂中潜江日军陷监利城。

乙、突尼西亚美军败退。

丙、金问泗被任为首任驻荷大使。

２﹐１６（一，一二）

甲、日军在广州湾登陆，陷海康。

乙、俄军克复卡尔科夫。

丙、驻美军事代表团长熊式辉离华盛顿返国。

２﹐１７（一，一三）

甲、蒋夫人抵华盛顿，罗斯福夫妇亲迎。

乙、熊式辉自美抵加拿大。

丙、公布【所得税法】。

２﹐１８（一，一四）

甲、蒋夫人在美国会演说，不可任日本坐大，进攻乃正当途径。

乙、滇西日军陷马面关。

２﹐１９（一，一五）

甲、蒋委员长通电确立行政三联制基层制度。

乙、蒋夫人出席白宫招待记者会，罗斯福宣称积极以武器援华。

丙、国府任蒋中正兼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辞职。

丁、美租借法执行处设中国局。

２﹐２０（一，一六）苏北我军撤向淮泗。

２﹐２１（一，一七）日军进占广州湾，获得法国同意，双方成立联防协议。

２﹐２２（一，一八）

甲、外交部长宋子文自重庆抵华盛顿。美租借法执行人斯退汀纽斯及海长诺克斯广播，将增

加对华供应。

乙、广州湾日军陷遂溪。

２﹐２３（一，一九）

甲、英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邀蒋夫人访英。

乙、法国维基政府公布放弃在华特权。

丙、欧阳竟 卒于四川江津，年七十三（１８７２～１９４３）。

２﹐２４（一，二○）

甲、怒江西岸日军陷孟定及大竹坝。

乙、外交部为法政府纵敌侵占广州湾，提出抗议。

丙、教育文化访问团自重庆赴印度，由教育次长顾毓琇率领。

２﹐２５（一，二一）

甲、宋子文在美表示，只须美机数百架，中国军队即可进攻。

乙、突尼西亚美军占领加萨林山隘。

丙、江西我军克奉新。

２﹐２６（一，二二）

甲、蒋委员长对泰国军民广播，劝反抗日军，自救救世。

乙、宋子文晤罗斯福。

２﹐２７（一，二三）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建议增加对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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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一，二四）

甲、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播讲，美海军即可进攻。

乙、蒋夫人离华盛顿赴纽约。

丙、驻教廷公使谢寿康呈递国书。

３﹐１（一，二五）

甲、国防最高会议决议设置新疆监察使署，特派罗家伦为监察使。

乙、蒋夫人出席纽约市长之欢迎会，接受荣誉市民。

丙、交通部公路总局成立。

３﹐２（一，二六）

甲、行政院决议中央大学设教育长，以朱经农任之。

乙、蒋夫人对纽约市民讲演。

３﹐３（一，二七）

甲、西南太平洋美空军大捷，日护航队在俾斯麦群岛全军覆没，炸沉舰轮二十二艘，陆军一

万五千人，击落飞机五十五架。

乙、何应钦自印度回抵重庆，史迪威同行。

丙、甘地二十一日绝食期满。

丁、俄军夺回莫斯科附近之 Rzhew要塞。

３﹐４（一，二八）

甲、怒江西岸日军后退。

乙、美空军击沉驶往新几内亚之日本运输舰十二艘、军舰十艘于俾斯麦海。

３﹐５（一，二九）波兰驻华大使递国书。

３﹐７（二，二）德军反攻，南路俄军退卡尔科夫。

３﹐８（二，三）

甲、鄂中日军由江陵分五路渡江南犯。

乙、美驻苏大使斯丹德雷指摘苏联故意不对人民发表美国援助苏联作战之消息。美副总统华

莱士演说于对苏关系亦有评论。

丙、美驻华大使高思奉召回国。

丁、蒋夫人出席波士顿市民欢迎会。

戊、驻俄大使傅秉常递国书。

３﹐９（二，四）美国大使馆秘书戴维思致高思大使备忘录，谓中国政府不愿采取攻击，意

在保持实力以备战后与中共作战，而依赖美国进攻日本。又云中国军队士气低落，贪污腐败，

政治派系纷争，史迪威处境困难。

３﹐１０（二，五）

甲、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在华成立，开始作战（与第十航空队分开）。

乙、中国在美受训之空军学生一批毕业。

丙、渡江之日军陷湖南华容。

丁、蒋委员长之【中国之命运】出版。

３﹐１１（二，六）

甲、日军陷湖南石首，我军反攻华容。

乙、宋子文在美演说，主扩展中印航运。

丙、英王接见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

丁、美副国务卿声明驻苏大使斯丹德雷之谈话由其自行负责。

３﹐１２（二，七）

甲、精神总动员四周年纪念，蒋委员长广播努力经济建设。



- 1285 -

乙、宋子文晤罗斯福，英外相艾登抵华府。

丙、日本宣布将去年轰炸日本被俘之美飞行员处死刑。

３﹐１３（二，八）

甲、洞庭湖西北我军全线反攻。

乙、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到南京。

丙、英外相艾登在华盛顿称，中美英俄之合作为稳定和平不可少之条件。

３﹐１４（二，九）

甲、东条英机与南京伪政府签订【归还日本专管租界细目】后即回东京。

乙、德军重占卡尔科夫。

３﹐１５（二，一○）

甲、英外相艾登与宋子文会谈。

乙、蒋委员长到贵阳。

３﹐１６（二，一一）

甲、英美在华盛顿召开反潜艇作战会议。

乙、日机袭万县。

丙、周恩来再告美国大使馆秘书戴维思，说明美国派员访问延安之必要，并盼在陕北建筑飞

机场。

３﹐１７（二，一二）

甲、我军攻洞庭湖北之藕池口。

乙、敌机袭四川梁山。

３﹐１８（二，一三）

甲、洞庭湖西北日军增援，双方展开激战。

乙、江苏省府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为共军所俘，拘于阳河东南界首集，旅长李仲

襄等死之。

３﹐１９（二，一四）

甲、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决，英如交还香港，即宣布香港九龙区为自由港。

乙、美空军连日猛炸越南老街之敌。

丙、英首相丘吉尔接见中国军事代表团长熊式辉，谓明年英美当与中国合攻缅甸。

３﹐２０（二，一五）湖南我军攻入华容。

３﹐２１（二，一六）

甲、丘吉尔播讲战后问题，对中国涉及甚少（赫尔曾向艾登表示遗憾）。

乙、蒋夫人在芝加哥谈话，中国亟需更多之飞机。

丙、突尼西亚美军进攻，战事再起。

３﹐２２（二，一七）

甲、湖北锺祥敌分四路向荆门等处进犯。

乙、艾登、赫尔讨论英美苏合作问题。

丙、蒋夫人在芝加哥讲演。

３﹐２３（二，一八）伦敦举行【中国日】。

３﹐２４（二，一九）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系教育部所策动，仅开一次成立会）。

３﹐２５（二，二○）

甲、莫斯科美大使馆参事杜门向国务院报告与中国大使傅秉常谈话，傅谓如苏俄参加对日作

战，其军队将进入新疆、蒙古及东北，用以支持中共部队反叛中央政府。一旦俄军占领东北，

将难使其撤离。

乙、日首相东条对国会演说，谓重庆方面前线指挥官之和平情绪逐渐高涨，投归南京方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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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增。

丙、日苏渔业协议又延长一年。

３﹐２６（二，二一）

甲、英外相艾登在美演说，保证英对日作战到底。

乙、蒋夫人抵旧金山。

丙、伊克昭盟札萨克旗蒙人反对放垦，捣毁蒙政会及沙王府，枪杀保安长官公署副官长（所

谓【都贵】

即请愿事件）。

３﹐２７（二，二二）

甲、罗斯福告艾登，中国必须为联合国之主要国家之一。

乙、英外相艾登在美演说，对中国保证，击溃日本前，英决不停战。

丙、蒋委员长自贵州回抵重庆。

丁、英机猛炸柏林。

３﹐２８（二，二三）

甲、政府与中共第二次商谈，周恩来、林彪谒何应钦，要求四事：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共军

编为四军十二师；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它各区另行改组；战后黄河以南共军开入政府指

定区。

乙、蒋夫人对全美广播。

丙、新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到云南楚雄视事。

３﹐２９（二，二四）

甲、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

乙、华盛顿召开之太平洋战区将领会议结束。

丙、北非英军攻占加倍斯。

丁、英机再度猛炸柏林及鲁尔。

３﹐３０（二，二五）

甲、湘北华容附近战事仍在进行中。

乙、罗斯福谈将与斯大林会晤。

３﹐３１（二，二六）

甲、美国洛杉矶市民欢迎蒋夫人，并以是日为【蒋夫人日】。

乙、宋子文宣布将访问伦敦。

丙、赫尔晤苏大使利瓦伊诺夫。

丁、苏军冬季攻势结束。

４﹐１（二，二七）

甲、东条英机到长春。

乙、湖南零陵空战，击落日机二架。

丙、昆明军官训练中心成立。

４﹐４（二，三○）

甲、澳洲盟机炸卡维恩，沉日本巡洋舰二，驱逐舰一，伤战舰二。

乙、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会晤（４﹐７毕）。

４﹐６（三，二）新疆省政府改组。

４﹐７（三，三）

甲、日机九十八架袭瓜达康纳岛，为美机击落三十七架，美驱逐舰一艘被炸沉。

乙、突尼西亚南部英美两军会师。

丙、蒋委员长加拨豫灾急赈款二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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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三，四）威尔基之【四海一家】出版。

４﹐１０（三，六）迪化俄总领事普式庚通知盛世才，撤退驻哈密之红军第八团（１９３７

年入新）及苏俄在新之锡矿考察团（包括飞机制造厂等）。

４﹐１２（三，八）

甲、突尼西亚盟军占苏斯及开尔万。

乙、三民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闭幕。

４﹐１３（三，九）日机百架袭澳洲莫勒斯港，毁伤三十七架。

４﹐１５（三，一一）

甲、中美合作所成立，戴笠为主任，梅乐思为副主任（本日宋子文与美海军部长诺克斯签订

协议）。

乙、蒋夫人在纽约接见记者，主由中美英俄四强领导落后国家俾能完全自由。

丙、新几内亚日货船被炸沉三艘。

丁、限价实行三月，大都无效。

戊、驻美军事代表团长熊式辉返抵重庆。

４﹐１６（三，一二）

甲、日军四万余分路向太行山区围攻，我第廿四集团军庞炳勋御之。

乙、英机六百架炸德国捷克。

丙、西班牙外长佐丹纳演讲，愿斡旋和平。

丁、中央第一师开入新疆（４﹐２１前队抵迪化）。

４﹐１７（三，一三）进犯太行山区之日军陷陵川。

４﹐１８（三，一四）

甲、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战死。

乙、北非美机击落德机七十四架，美机失踪八架。

４﹐１９（三，一五）鄂西日军西犯。

４﹐２０（三，一六）

甲、工业建设计划会议在重庆开幕（４﹐２９闭幕）。

乙、进犯太行山区之日军攻林县，新编第五军长孙殿英叛降，庞炳勋部师长李振清力战。

丙、美宣布去年四月炸日本经过，飞机系自一航舰起飞，航员八十人，其中六十四人降落中

国，五人在苏被扣。

丁、日本内阁局部改组，重光葵任外相，安藤纪三郎任内相，天羽英二任情报局总裁。

４﹐２３（三，一九）

甲、日军攻入太行山区之林县。

乙、荷大使罗芬克呈递国书。

４﹐２５（三，二一）

甲、日机袭湘，被美机击落五架。

乙、苏联宣布对波兰绝交。

４﹐２７（三，二三）

甲、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及空军司令陈纳德抵华盛顿，商在华战略（４﹐２０离渝）。

乙、太行山区战事仍在陵川以东进行。

丙、行政院议决，各省市分设粮食管理处。

丁、张治中对熊式辉批评军政，谓蒋厌听直言。

４﹐２８（三，二四）

甲、蒋委员长得盛世才电告，苏俄领事正式声明撤回驻哈密之红军第八团、空军飞机制造厂，

及其它工矿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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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日机袭昆明，被美机击落十余架。

丙、日本以谷正之为驻南京大使。

４﹐２９（三，二五）驻荷兰大使金问泗在伦敦向荷兰女皇递国书。

４﹐３０（三，二六）庞炳勋部第四十军李振清师坚守林县东姚镇，屡挫敌军（至５﹐１１

李师始退）

。

５﹐１（三，二七）

甲、斯大林发告将士书，德义须无条件投降。

乙、蒋委员长告熊式辉，今年日俄有战争可能。

５﹐２（三，二八）

甲、日机三十架袭湘境，被击落六架。

乙、日机袭澳洲达尔文港，盟机颇有损失。

丙、成都军警冲突（警备司令严啸虎不满中央）

。

５﹐３（三，二九）蒋委员长夫人二次到华盛顿，再晤罗斯福，商反攻缅甸，加强中国战区

空军及中印空运事（５﹐５返纽约）。

５﹐４（四，一）

甲、驻华美空军炸琼岛及越南。

乙、中国巴西公使互升为大使。

５﹐５（四，二）

甲、日军主力自湖南华容藕池口向洞庭湖以北进犯。

乙、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林县被俘。

丙、东条到马尼剌（５﹐８返东京）。

５﹐６（四，三）外交部为苏俄准备撤回中俄共管之迪化飞机制造厂及独山子油矿设备事，

向俄大使潘友新致备忘录，表示诧异。

５﹐７（四，四）

甲、北非盟军占领突尼斯及比塞大。

乙、湖南日军陷安乡。

５﹐８（四，五）

甲、湖南日军陷南县，县长黄公弼殉职。

乙、东条自台湾回日本。

５﹐１０（四，七）

甲、宋子文晤罗斯福，说明中国军事艰危情形。

乙、洞庭湖南岸日军登岸，沅江以北激战。

丙、庞炳勋被迫通电脱离重庆政府。

５﹐１１（四，八）

甲、丘吉尔偕印度军总司令魏菲尔等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举行第五次会议。

乙、美军在阿图岛登陆（５﹐３０日军全部被歼）。

丙、英军退出缅甸孟道。

５﹐１２（四，九）

甲、北非战事结束，被困于崩角之德义军十五万停止抵抗。

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

５﹐１３（四，一○）

甲、湖北日军陷枝江，湖南日军陷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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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外长宋子文函美总统之特别助理霍浦金斯，盼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会议。

丙、英美机猛炸德国鲁尔区。

５﹐１４（四，一一）

甲、太行山我军（李振清部）克林县（敌于５﹐１０撤退）。

乙、洞庭湖滨敌陷公安。

５﹐１５（四，一二）

甲、蒋委员长告美使馆参事范宣德，如罗斯福丘吉尔在华盛顿会谈远东问题时，中国愿由蒋

夫人与宋子文代表参加。

乙、日机七十五架袭云南，被美空军击毁十五架。

丙、全国防疫会议开幕（５﹐１７闭幕）。

５﹐１６（四，一三）美机炸毁德国鲁尔水闸。

５﹐１７（四，一四）

甲、宋子文在华盛顿战略会议，要求履行卡萨布兰卡会议关于中国事项决议（加强空军攻击，

反攻缅甸）。

乙、陈诚经云南抵湖北恩施，指挥鄂西之战。

５﹐１８（四，一五）

甲、滇西日军陷马面关。

乙、联合国粮食会议在美国（Virginia 州之 HotSpring）开幕，中国代表团长郭秉文代表各国

致词（６﹐３闭幕）。丙、维基政府与南京伪组织成立协议，交还汉口天津广州法租界（北

平使馆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亦于三月末交付伪组织）。

５﹐１９（四，一六）

甲、丘吉尔在美国会演说，美英正商对日攻势。

乙、我空军炸鄂西沿江敌军基地。丙、外交部向法方抗议其以租界交付伪组织。

５﹐２０（四，一七）

甲、中美、中英新约分别在华盛顿重庆互换。乙、日机袭四川梁山。

５﹐２１（四，一八）

甲、宋子文再晤罗斯福（是日重庆美海军武官布朗发出情报，谓中国希望蒋委员长与罗斯福

会晤）。乙、中美互换照会，商定【审判驻华美军刑事犯办法】。

丙、我空军炸宜昌之敌，敌南侵宜都。丁、滇西我军克马面关。戊、日本公布联合舰队总司

令山本五十六于四月间殉职。

５﹐２２（四，一九）

甲、鄂西日军陷渔阳关。

乙、莫斯科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宣布解散（５﹐１５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拟定）。

丙、罗斯福丘吉尔第五次会谈完毕。

丁、美海军部宣布珍珠港被击沉或创伤之二十二艘军舰中，已有十六艘修竣复役（其中主力

舰六艘）。

５﹐２３（四，二○）日军在河南新乡开所谓【和平会议】，庞炳勋被迫参加。

５﹐２４（四，二一）

甲、鄂西日军陷长阳。

乙、教育行政检讨会开幕（５﹐２８闭幕）。

５﹐２５（四，二二）

甲、丘吉尔谈话，加强对日作战，苏联对日应更强硬。

乙、罗斯福将增加对华空运及本年雨季后发动攻击缅甸计划面交宋子文。

丙、西康民政厅长冷融在温江被刺（为禁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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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６（四，二三）

甲、中共宣称近数年来共产国际仅予中共精神支持，解散后，中共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抗战。

乙、毛泽东报告共产国际解散是要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力量，使其更为民族化，中共更成为民

族性的党。

丙、美基督协会呼吁废除限制华人入境律。

丁、行政三联制检讨会开幕（５﹐２９闭幕）。

５﹐２７（四，二四）

甲、华府发表罗斯福丘吉尔会谈（第五次）声明，对所有各战区作战计划，取得全部同意。

乙、我空军两度炸鄂西长阳之敌。

丙、我空军少将林伟成参加盟机袭西西里之役。

５﹐２８（四，二五）

甲、我空军炸宜昌之敌。

乙、美代办艾哲逊电告国务卿，谓中国经济情形恶劣，士气逐渐低落，如能邀请蒋委员长与

罗斯福丘吉尔会议，可予以重大鼓励，如能予以空中支持，发动反攻，收复宜昌等地，即可

扭转中国之经济军事情势。

５﹐２９（四，二六）

甲、鄂西我军克渔阳关，日军犯石牌（日军不足三万人，华军约十四五万人）。

乙、国民党中央常会临时会决议，国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理之（林主席已

卧病十八日）。

５﹐３０（四，二七）

甲、日军再陷河南林县，我军南撤渡河。

乙、我空军及美机炸宜昌，击落敌机二十余架。

美机连日炸岳阳等地。

丙、阿图岛大体肃清。

丁、英机猛炸科隆。

５﹐３１（四，二八）

甲、鄂西我军包围长阳之敌。

乙、北非亚历山大港之法国舰队归附同盟军。

６﹐１（四，二九）

甲、鄂西日军后撤。

乙、我空军再炸宜昌之敌。

丙、财政部发行【胜利公债】三十亿。

丁、行政院决议（一）调整军政人员生活补助费，（二）任马法五代理河北省府主席。

戊、全国生产会议开幕（６﹐７闭幕）。

己、加拿大总理金氏到纽约，邀蒋委员长夫人访加拿大。

６﹐２（四，三○）

甲、鄂西我军克长阳枝江。我空军沿江轰炸北逃之敌。

乙、鄂东我军克黄梅。

丙、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辞职，由李特尔代理。

６﹐３（五，一）

甲、湘北我军克南县，鄂西我军攻入宜都。

乙、美专使戴维斯自莫斯科返抵华盛顿，美苏协调。

丙、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

丁、国际粮食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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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五，二）

甲、湘北我军克安乡。

乙、驻哈密之红军第八团过迪化西去。

丙、罗斯福建议举行中美英俄四国领袖会议。

６﹐５（五，三）陇西剿匪总司令范汉杰，总指挥盛文进攻礼县西和（１９４２年陇南回番

反对征兵征粮。今年四月乱事扩大，众至五六万人，号称各民族抗日救国军）。

６﹐６（五，四）

甲、蒋委员长婉拒罗斯福参加四强会议之邀约。

乙、日机袭恩施梁山，发生激烈空战，我空军及美空军炸宜都之敌（美机一架被击落）。

丙、蒋委员长告林彪、周恩来，如中共放弃边区政府与军队，即给予合法地位，盼八月底前

答复。

６﹐７（五，五）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奉召回国会商。

６﹐８（五，六）

甲、鄂西我军完全克宜都。

乙、罗斯福警告德日，勿使用毒气。

丙、丘吉尔在下院报告战局，谓大规模军事行动即将来临。

丁、罗家伦率领之西北建设考察团自渝出发。

６﹐９（五，七）

甲、宋子文在太平洋作战会议报告鄂西大捷情形。

乙、蒋委员长夫人在纽约检阅妇女辅助服务团。

６﹐１０（五，八）

甲、中美英俄批准【同盟国战后救济复兴协议草案】。

乙、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解散。

丙、盟军攻占地中海之班泰富利亚岛。

丁、敌机袭衡阳，发生空战。

６﹐１１（五，九）鄂西我军克松滋。

６﹐１２（五，一○）盟军攻占地中海之拉姆培杜萨岛。

６﹐１３（五，一一）美机炸南昌广州。

６﹐１４（五，一二）

甲、我军再克湖北公安（６﹐４曾一度克复）。

鄂西会战结束。

乙、江西樟树镇空战，击落敌机六架。

６﹐１５（五，一三）

甲、蒋委员长夫人抵加拿大渥太华，加总督等迎于车站（明日出席加国会演说）。

乙、史迪威自美返抵重庆。

６﹐１６（五，一四）

甲、俄大使潘友新致外交部节略，指摘盛世才对俄措施为非法与仇视行为，并附１９４０年

１２月盛世才与苏俄所订密约。

乙、东条在临时议会演说，盟军反攻在即，战局益见紧张。海相岛田报告共损失主力舰、航

空母舰三，巡洋舰三，驱逐舰十九，潜水艇十一，其它军舰十三，飞机八百七十八架。

丙、周恩来告熊式辉，国民党有党军，自不能望中共取消党军（

日前张治中告周，建议中共交出政权军权，国共两党合并）。

６﹐１７（五，一五）

甲、日机袭瓜达康纳，被美机击落九十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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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委员长夫人自加拿大返纽约。

６﹐１８（五，一六）英以魏菲尔任印度总督，奥钦勒为印度英军总司令。

６﹐２１（五，一九）

甲、美机炸华容石首之敌。

乙、美参谋总长马歇尔演说，必须陆上予敌最后打击。

６﹐２２（五，二○）

甲、行政院议决，有趁豫灾强取产权契约，一律无效。

乙、英美飞机猛袭意大利。

６﹐２３（五，二一）罗家伦率西北建设考察团自重庆抵西安。

６﹐２４（五，二二）蒋委员长夫人第三次抵华盛顿，再晤罗斯福夫妇。

６﹐２５（五，二三）俄船在宗谷海峡被日本扣留。

６﹐２６（五，二四）

甲、陇南剿匪军总指挥盛文大破回番（７﹐１５乱平）。

乙、蒋委员长告熊式辉，对小党派不理，彼等即不为人重视。朱德毛泽东决不相下，必分裂。

熊主及早解决中共问题。

６﹐２８（五，二六）

甲、连日我军猛攻华容及藕池口。

乙、林彪、周恩来离重庆返延安。

６﹐２９（五，二七）

甲、蒋委员长夫人离美归国。

乙、美陆军部长史汀生函国务卿赫尔，商史迪威请增派政治助理人员事。

６﹐３０（五，二八）

甲、罗斯福与参谋总长马歇尔等商中国战略，马歇尔左袒史迪威（史与蒋委员长意见不合）。

乙、西南太平洋美澳军在所罗门群岛中之伦多瓦岛登陆。

丙、丘吉尔演说秋季前欧洲必有激战，并重申击溃日本决心。

丁、罗斯福邀请蒋委员长于今秋会谈。

７﹐１（五，二九）美机在所罗门方面两月击落日机百廿三架。

７﹐３（六，二）国府以图布升吉尔格勒代伊克昭盟盟长及绥境内蒙古各盟族地方自治政务

委员会委员长（原系沙王）。

７﹐４（六，三）

甲、蒋夫人返抵重庆。

乙、美国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毕森在该会出版之【远东研究】指摘中国，谓两个中国必定出

现，一为国民政府区域之【封建中国】，一为中共统治区域之【民主中国】。

丙、古拉湾海战，美军击沉日本巡洋舰四，驱逐舰五，美失巡洋舰三，驱逐舰一。

丁、日本首相东条到泰国。

戊、朱德为中央军向陕甘宁边区增调，电质胡宗南（７﹐６再电）。

７﹐５（六，四）

甲、东条抵新嘉坡。

乙、德国对俄夏季攻势开始。

７﹐６（六，五）

甲、罗斯福电蒋委员长，盛赞中国六年来之抗战，美国人民决心与中国共同建立和平与正义，

且必获胜利。

乙、西安文化团体要求毛泽东趁共产国际解散，亦将中国共产党解散，并取消边区割据。

７﹐７（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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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抗战六周年蒋委员长发告联合国民众书，加紧进攻日本，毋任其坐大。各盟邦纷电中国

祝贺。

乙、美总统赠蒋委员长以最高统帅勋章。

７﹐８（六，七）

甲、第二十七军师长陈孝强在豫北受共军之太岳支队及敌军夹击，被俘。

乙、蒋委员长电复罗斯福，赞成秋季相会。

７﹐９（六，八）

甲、滇西我军克孟定。

乙、延安群众大会，重申团结抗日，反对内战愿望及保持边区决心。

丙、胡宗南电复朱德，谓中央军系调防行动（时周恩来林彪已自重庆到西安）。

７﹐１０（六，九）英美加军在西西里岛登陆。

７﹐１１（六，一○）美陆军部长史汀生到伦敦。

７﹐１２（六，一一）

甲、美海军再捷于古拉湾，击沉日本巡洋舰一，驱逐舰三，美失巡洋舰二。

乙、毛泽东发表【质询国民党】，要求撤回胡宗南军。

７﹐１３（六，一二）

甲、周恩来林彪离西安。

乙、蒋委员长告参政会驻会委员，准备在军令政令统一之条件下实施宪政。

７﹐１４（六，一三）苏俄使馆人员向美国使馆表示不满于中国政府对中共之态度，谓政府

军最近一再炮击中共前哨阵地。

７﹐１５（六，一四）周恩来林彪自西安返抵延安。

７﹐１６（六，一五）

甲、南太平洋美军占领新几内亚之穆播。

乙、罗斯福丘吉尔劝告意大利投降。

丙、英美空军猛炸意大利南部。

丁、四川叙宾农民暴动，反抗征兵征粮（川康军人支持，７﹐２７平定）。

７﹐１７（六，一六）

甲、西南太平洋盟机击落日机四十九架，沉日舰七艘。

乙、中国挪威使节升为大使（明日以钱泰兼大使）。

丙、宣传部长张道藩告纽约时报记者以中共种种不法行动（但不允发表）。

７﹐１８（六，一七）

甲、盟机猛炸意大利之那不勒斯及米兰。

乙、中国科学社等六团体在四川北碚举行年会。

丙、在上海被日人拘捕之吴开先获释，本日返抵重庆。

７﹐１９（六，一八）

甲、美机炸日本幌筵岛。

乙、盟机第一次轰炸罗马。

丙、希特勒墨索里尼会晤于意大利北部某城。

７﹐２０（六，一九）

甲、南太平洋盟机炸沉日巡洋舰一，驱逐舰二。

乙、纽约时报刊载鲍尔文诋毁中国军事专文。

丙、美使馆参事艾哲逊报告国务院，中国政府已订定条规，限制中国人士与外人交往。

丁、延安边区抗敌救国联合会发表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告边区同志兄弟姊妹书。

７﹐２２（六，二一）



- 1294 -

甲、盟机炸泗水。

乙、盟机再炸罗马。

丙、中国墨西哥之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７﹐２３？）。

丁、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要求太平洋学会在重庆记者史丹解释７﹐４毕森对中国之抨诋。

７﹐２３（六，二二）

甲、日机约百五十架分批袭湘境，被美机击落十六架。

乙、美军占西西里首府巴勒摩。

丙、宋子文自美抵英。

丁、东条与重臣会议。

戊、重庆记者招待会驳斥７﹐２０纽约时报所刊鲍尔文之专论。

７﹐２４（六，二三）

甲、日机续袭湘桂，被美机击落十三架。

乙、西南太平洋日本水上飞机供应舰一艘被炸沉，飞机十八架被击落。

丙、美机炸太平洋中之威克岛。

丁、斯大林嘉奖苏俄将士，谓纳粹夏季攻势完全失败。

７﹐２５（六，二四）

甲、墨索里尼被捕，法西斯政权崩溃，巴多格里奥续任义首相。

乙、日机分批袭湘境。

７﹐２６（六，二五）

甲、美机连日炸湖北白螺矶汉口敌机场，毁日机二十六架。

乙、丘吉尔及赫尔称意大利须无条件投降。

丙、英美空军加紧对德攻势，广炸德法比境之机场工厂。

７﹐２７（六，二六）

甲、英王接见宋子文。

乙、美机炸香港及海南岛，毁日机十余架。

丙、义新内阁会议，解散法西斯党。

７﹐２８（六，二七）

甲、丘吉尔称全力对日，决不单独议和。

乙、罗斯福广播对日攻势之进展，并谓不惜代价供给中国军火，义德日均须无条件投降。

丙、日外相重光葵接见德使史塔克。

丁、美机再炸香港。

戊、重庆记者招待会发言人指责美国太平洋学会毕森对中国之恶意攻击，宣布取消该会免费

取得资料之优待。并指责鲍尔文在纽约时报（７﹐２０）发表诋毁中国军事报告之文。

７﹐２９（六，二八）

甲、英外相艾登宴宋子文，重申击溃日本决心。

乙、美机再炸香港九龙。

丙、敌机数十架分四批袭湘境。

丁、英机一再猛炸汉堡。

７﹐３１（六，三○）

甲、北非盟军总部广播严重警告义人，迁延误事，即将猛加轰炸。

乙、英美警告中立国勿庇护战争罪魁。

８﹐１（七，一）

甲、国府主席林森逝世，中央常会推行政院长蒋中正代理国府主席。

乙、我政府宣布与维基法政府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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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蒋委员长考虑战后首都，应定于西安。

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制定山东战时施政纲领。

戊、日本将在华租界交与南京之伪政权。

８﹐２（七，二）美代办艾哲逊向国务院报告，纽约时报所载鲍尔文专论及太平洋学会毕森

文，已在重庆引起反美气氛。

８﹐４（七，四）

甲、宋外长在伦敦告记者，中国失地必须收复，但无领土野心（

收回东北台湾，朝鲜独立）。

乙、苏军夺回奥勒尔。

丙、蒋委员长告熊式辉，明年十月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法。

８﹐５（七，五）

甲、美军攻占日本在新乔治亚之空军基地蒙达。

乙、英军攻占西西里之喀大尼亚。

丙、【远安】轮在重庆附近沉没，死伤乘客颇多。

８﹐７（七，七）

甲、全国公祭林故主席。

乙、维拉湾美军击沉日本巡洋舰一，驱逐舰二。

丙、山东建设厅长兼省政府鲁南办事处主任秦启荣在山东安邱北辉渠，为共产党所戕害（７

﹐２３共军开始进攻）。

８﹐８（七，八）

甲、宋外长在伦敦广播，主重开援华路线。

乙、盟机对义轰炸又开始。

丙、莫斯科之【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刊载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通讯，诋毁中国政府

中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及投降派所进行之阴谋活动，以削弱中国之战斗力，破坏国

民党与共产党之军事合作，企图消灭八路军与新四军，中国内战即将发生。

８﹐９（七，九）前桂林行营主任李济琛派人晤桂林美国领事林华德，已与广东、广西、福

建、湖南、安徽、云南、四川、西康八省联合将组织政府，迫蒋主席下野。美军如在中国沿

海登陆，可派兵接应（美大使高思命林华德勿予置理，史迪威则颇感兴趣，遣人赴桂林接洽）。

８﹐１０（七，一○）

甲、丘吉尔抵加拿大，罗斯福召开军事会议。

乙、英机猛炸德国纽伦堡，投弹一千五百吨。

８﹐１１（七，一一）

甲、中国飞机厂有限公司在美国加州成立，胡声求任厂长。

乙、苏俄大使馆武官访美大使馆，询国共纠纷事。

丙、重庆某要人告美国记者，政府决不以武力解决国共纠纷。

８﹐１２（七，一二）

甲、重庆美使馆向国务院报告，日本急欲谋和，蒋委员长则无此意。

乙、美机九架袭击日本千岛。

丙、盟机炸柏林米兰都灵。

８﹐１３（七，一三）

甲、美代办艾哲逊请国务院发布一非正式声明，承认对中国之一般批评有失公允，并表示对

中国之期待与信任。

乙、盟机再炸罗马。

丙、宋子文自伦敦返抵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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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４（七，一四）美机再炸千岛。

８﹐１５（七，一五）

甲、美军收复阿留申群岛之吉斯卡。

乙、蒋委员长考虑战后对俄国防，先建设内地，首西南东南，再及西北。

８﹐１７（七，一七）

甲、罗斯福丘吉尔会于魁北克（８﹐２４毕，曾邀斯大林参加，未成）。

乙、美国务卿赫尔函陆军部长，同意派谢伟志等四人为史迪威之政治助理人员。

丙、同盟军完全占领西西里。

８﹐１８（七，一八）

甲、外长宋子文照会美国务卿赫尔，要求中国政府今后应参加同盟国之联合机构。

乙、外长宋子文致美国国务院备忘录，要求收回居里反对加拿大以军火供应中国之意见。

８﹐１９（七，一九）

甲、第二十七军刘进部自太行山区渡过河南，该地区战事告终。

乙、外长宋子文告美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贺恩贝克，国民政府目前无意与中共决裂。

丙、美国务院致美国驻华大使馆备忘录，论苏俄将在远东扩张势力，即令其不对日本作战，

亦必在中国东北、韩国及西太平洋地区建立苏维埃政府，如对日本作战，将派兵进入中国东

北、韩国、南库页岛，提出领土要求及行政便利。

８﹐２０（七，二○）

甲、美代理国务卿韦尔斯电驻华代办艾哲逊，嘱向中国解释鲍尔文并不代表美国政府之意见，

并附８﹐１６纽约前锋论坛报所刊吉尔伯特对鲍尔文之驳斥。

乙、熊式辉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

８﹐２２（七，二二）

甲、美任斯特拉特梅耶为中缅印区空军司令。

乙、苏俄以葛罗米柯代利瓦伊诺夫为驻美大使。

丙、美太平洋学会代表卡特、哈兰德晋见蒋委员长。

８﹐２３（七，二三）

甲、外交部长宋子文参加罗斯福丘吉尔之魁北克会议（宋于昨日到达）。

乙、俄军再度夺回卡尔科夫。

８﹐２４（七，二四）

甲、罗斯福丘吉尔发表联合声明，谓魁北克会议主题为对日作战及有效援华。

乙、蒙巴顿任西南亚盟军最高统帅。

８﹐２５（七，二五）浙江我军克临安。

８﹐２６（七，二六）

甲、美英宣布成立西南亚盟军总司令部，由英联合作战部大臣蒙巴顿任总司令。

乙、胡宗南之参谋长告美国大使馆秘书庄莱德，中央对中共问题，仍望政治解决。

８﹐２７（七，二七）

甲、浙江我军克武康。

乙、外交部声明承认北非之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

８﹐２８（七，二八）德国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被拒。

８﹐３０（七，三○）

甲、蒋委员长认为俄与美英矛盾日深，将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乙、俄军夺回 Taganroy，向西推进。

８﹐３１（八，一）日军陷三都澳。

９﹐１（八，二）丘吉尔到华盛顿，再晤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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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八，四）

甲、同盟军越Messina海峡，进攻意大利。罗斯福丘吉尔劝告义首相巴多格里奥投降。

乙、蒋委员长考虑战后国防，置首都于西安，以四川为后方。

丙、胡宗南部徐汝诚旅开抵哈密（时俄红军第八团余部六百人仍未撤，意存敌视）。

丁、张嘉璈自重庆赴美国考察。

９﹐４（八，五）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到重庆，罗家伦同行。

９﹐５（八，六）张群、吴铁城、熊式辉谈时局，认为危机不在外而在内，党政腐败由于自

私。

９﹐６（八，七）

甲、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开幕。蒋委员长讲战后政治经济重

建问题，实行宪政、工业化。

乙、丘吉尔在哈佛大学讲演，主战后英美同盟。

９﹐７（八，八）美将自由货轮两艘（中山及中正号）交与中国。

９﹐８（八，九）

甲、意大利投降。

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文化运动纲领草案】及【战后社会救济政策】。

９﹐９（八，一○）美军克拉克在意大利 Salerno登陆。

９﹐１０（八，一一）

甲、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通过【战后工业建设纲领】及【加强管制物价方案】。

乙、德军占领罗马。

９﹐１１（八，一二）

甲、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

帅。

乙、美代办艾哲逊访晤孔祥熙、孙科、吴铁城、王宠惠、吴国桢，谈政府军二十师监视中共

军。

９﹐１２（八，一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决议，战事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

制颁宪法。

９﹐１３（八，一四）

甲、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议决：一、推蒋委员长为国民政府

主席兼行政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

长。二、希望中国共产党切实遵守１９２７﹐９﹐２２之四项诺言（即闭会）。

乙、新疆阿山哈萨克族乌思满得外蒙古武器援助，反抗盛世才。

９﹐１４（八，一五）外交部长宋子文在美谈话，希望韩国、泰国战后独立。

９﹐１５（八，一六）

甲、美代办艾哲逊电告美国务卿赫尔，意大利投降后中国认为可坐待美英击败日本。

乙、日德义共同声明，再度确认三国同盟。

９﹐１６（八，一七）俄军夺回 Novoross●sk。
９﹐１７（八，一八）印度驻华专员梅农抵重庆。

９﹐１８（八，一九）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开幕。

９﹐２１（八，二二）何应钦在参政会报告军事，指责共军，中共籍参政员董必武反驳，并

愤而退席。

９﹐２２（八，二三）

甲、美大使高思返抵重庆。

乙、汪兆铭到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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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５（八，二六）

甲、美大使高思电赫尔，史迪威不满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

乙、俄军夺回斯木伦斯克。

９﹐２６（八，二七）

甲、参政会议决组织宪法实施协进会及经济建设协进会。

乙、日军连日进攻冀察晋边区之神仙山，为共军拒退（十月初二次进攻，神仙山失守）。

９﹐２７（八，二八）参政会决议，盼中共及第十八集团军实践诺言，严守纪律。

９﹐２８（八，二九）公布【社会救济法】。

９﹐２９（九，一）俄军肃清 Dnieper河以东德军。

９﹐３０（九，二）

甲、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今后战争指导大纲及确保现有占领区，加强对重庆压迫。

乙、盛世才自重庆飞返迪化。

１０﹐１（九，三）

甲、公布【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

乙、苏俄红军第八团余部开始自哈密撤退（１１﹐４撤毕）。

丙、日军进攻太岳山区，共军退走（所谓【铁滚扫荡】）。

１０﹐２（九，四）

甲、丘吉尔函蒋委员长，介绍蒙巴顿来访，并派魏亚特中将为驻华代表。

乙、皖南日军陷宣城，苏南日军陷广德，浙西日军陷吉安。

１０﹐３（九，五）

甲、斯大林通知赫尔，俟德国战败，苏俄即对日本作战。

乙、浙西日军陷孝丰。

１０﹐４（九，六）

甲、罗斯福告赫尔决定将中国列为四强之一。

乙、美大使高思晋见蒋主席。

１０﹐５（九，七）

甲、派蒋廷黻为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代表。

乙、毛泽东要求国民党蒋委员长实践实现民权政治诺言，国共继续合作，承认边区及敌后抗

日政权，恢复新四军，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军队，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取消特务机关。

丙、何应钦请辞军政部长，未获允。

１０﹐６（九，八）吴铁城、熊式辉、甘乃光商组谈话会，每周一次（１１﹐１４开始）。

１０﹐９（九，一一）宋子文自美抵新德里，与蒙巴顿、史迪威等会议。

１０﹐１０（九，一二）蒋主席正式就职。

１０﹐１１（九，一三）

甲、外交部长宋子文自美返抵重庆。

乙、罗斯福咨请国会废除限制中国移民案（１０﹐２１通过）。

１０﹐１２（九，一四）

甲、日军大举【扫荡】冀鲁豫边区之濮县、范县、观城。

乙、郭泰祺告高思，美国新闻界对中国之批评，为一好事，并谓蒋主席撰着【中国之命运】

未经过思虑，是一个错误。

１０﹐１３（九，一五）意大利对德国宣战。

１０﹐１５（九，一七）史迪威自华盛顿抵重庆（时蒋决心使其离去）。

１０﹐１６（九，一八）同盟军东南亚统帅蒙巴顿抵重庆。

１０﹐１８（九，二○）蒋主席与蒙巴顿、索姆威尔、史迪威、陈纳德等举行战略会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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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议定１９４４﹐３反攻缅甸）。

１０﹐１９（九，二一）美英俄外长赫尔、艾登、莫洛托夫于莫斯科。

１０﹐２０（九，二二）

甲、蒙巴顿、索姆威尔离重庆返印度。

乙、中比（比利时）新约在重庆签字。

１０﹐２１（九，二三）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俄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强之一，美坚持主张。

１０﹐２５（九，二七）日本主力舰【扶桑】【山城】为美国第七舰队击沉。

１０﹐２６（九，二八）

甲、因美国之坚持，中国获列名四国宣言。

乙、驻印度之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部对缅甸北部日军发动攻势，掩护修筑雷多公路。

１０﹐２８（九，三○）

甲、派驻俄大使傅秉常为签订莫斯科四国协议全权代表。

乙、浙西我军克孝丰。

１０﹐２９（一○，一）

甲、驻印度之孙立人师攻下野人山，进入缅北胡康区。

乙、中国土耳其使节升为大使。

１０﹐３０（一○，二）

甲、中美英俄签订莫斯科四国宣言。

乙、日本与汪兆铭之南京政府订立同盟条约。

１０﹐３１（一○，三）蒋主席邀晤高思，谈贷款问题。

１１﹐１（一○，四）罗斯福电邀蒋主席参加开罗会议。

１１﹐２（一○，五）

甲、蒋主席电复罗斯福，允出席开罗会议。

乙、军事委员会撤销西安、桂林两办公处。

丙、洞庭湖北岸日军南犯。

１１﹐３（一○，六）日军陷湖北公安及湖南南县。

１１﹐５（一○，八）

甲、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成立，陈纳德兼任大队长。

乙、孙立人师克缅北宁边。

丙、罗斯福宣布中美英在重庆举行之战略会议对于远东展开大规模攻势之计划已获全部协

议。

丁、日军陷湖北松滋。

戊、日本召开大东亚会议。

１１﹐６（一○，九）

甲、丘吉尔派魏亚特为驻华代表。

乙、日本大东亚会议终了，发布宣言。

１１﹐７（一○，一○）

甲、俄军夺回基辅。

乙、李济琛在桂林庆祝苏俄国庆大会，批评中国缺乏有能力之领导人物。

１１﹐８（一○，一一）罗斯福电蒋主席，盼于１１﹐２２前抵开罗。

１１﹐９（一○，一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议签字。

１１﹐１０（一○，一三）

甲、外交部组织访英团，王世杰任团长，王云五、胡霖、杭立武、温源宁为团员，利瓦伊果

为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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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中挪新约在重庆签字。

丙、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在美国大西洋城开幕。

１１﹐１１（一○，一四）中、美、英、俄当选为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中央常务委员，美代

表李门为善后救济总署长。

１１﹐１２（一○，一五）

甲、罗斯福之代表赫尔利到重庆，向蒋主席说明开罗会议事。

乙、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

１１﹐１３（一○，一六）山东日伪军向鲁中莱芜、蒙阴一带【

扫荡】。

１１﹐１４（一○，一七）孙立人师攻于邦，缅北会战开始。

１１﹐１５（一○，一八）日军陷湖南澧县石门。

１１﹐１６（一○，一九）行政院议决，限明年内成立县参议会。

１１﹐１７（一○，二○）

甲、美机炸香港。

乙、共军败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于冀鲁边区濮县阳八公桥，俘其参谋长甄纪印。

丙、重庆举行世界青年学生日。

１１﹐１８（一○，二一）

甲、蒋主席偕夫人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航空委员

会主任周至柔，侍从室主任林蔚，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等自重庆飞赴开罗，当晚抵印度阿格

拉。

乙、王世杰率访英团自重庆启程（１２﹐３抵伦敦）。

丙、日军进犯常德，我第五十七师长余程万坚守。

１１﹐１９（一○，二二）蒋主席抵喀剌蚩。

１１﹐２０（一○，二三）

甲、蒋主席在喀剌蚩，对中美空军官生讲话。

乙、第八路军陈士渠部克江苏赣榆。

１１﹐２１（一○，二四）

甲、蒋主席抵开罗，即晤丘吉尔。

乙、英空军猛炸柏林。

１１﹐２２（一○，二五）

甲、罗斯福抵开罗，蒋主席夫妇往晤。

乙、丘吉尔答访蒋主席。

１１﹐２３（一○，二六）

甲、开罗会议开始。

乙、中美英在开罗举行联合参谋会议，商缅甸战事。

丙、湘西日军陷汉寿。

１１﹐２４（一○，二七）

甲、蒋主席接见美英高级将领。

乙、王宠惠晤英外相艾登。

丙、中美英联合参谋会议续开。

丁、湘西日军猛攻常德，我军克汉寿、石门。

１１﹐２５（一○，二八）

甲、蒋主席分晤罗斯福、丘吉尔。

乙、中美空军轰炸台湾新竹日本机场，毁其飞机四十七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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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６（一○，二九）

甲、罗斯福总统、蒋中正主席、丘吉尔首相发表开罗会议宣言，惩处日本侵略，剥夺其１９

１４年来夺取之太平洋岛屿，归还东北、台湾、澎湖与中国，并将其自所有以暴力取得之领

土中逐出，朝鲜应令自由独立，重申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

乙、蒋主席与美国军令部长金氏商讨太平洋作战方略，决定明年三月，中美英联合反攻缅甸

（后以丘吉尔变卦，未成）。

丙、美参议院通过废除限制中国移民案，每年中国移民定为一百零五人。

１１﹐２７（一一，一）

甲、蒋主席接见北非联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

乙、蒋主席偕夫人随员离开罗。

１１﹐２８（一一，二）

甲、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会于德黑兰（斯大林不愿与蒋主席相见，因另举行德黑兰会议）。

乙、蒋主席自开罗抵喀剌蚩。

１１﹐２９（一一，三）

甲、蒋主席抵印度蓝伽，检阅我驻印官兵。

乙、德黑兰会议，斯大林表示于德国投降后三个月，俄将参加对日战争。

１２﹐１（一一，五）

甲、德黑兰会议结束，美英俄决全力对德作战，并决定于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兼及战后领土

问题（涉及中国东北）。

乙、蒋主席及夫人等返抵重庆。

丙、湘西我军克临澧。

１２﹐２（一一，六）

甲、广东东江抗日游击纵队通电宣布接受中共领导，改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曾生、王作尧为正、副司令。

乙、韩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赵素昂发表声明，感谢开罗会议保证韩国独立。

１２﹐３（一一，七）

甲、开罗会议共同宣言公布。

乙、日军陷湖南常德。

１２﹐４（一一，八）

甲、公布国民义务劳动法。

乙、罗斯福、丘吉尔与土耳其总统伊诺努会于开罗（１２﹐６结束）。

丙、美海军败日舰队于马绍尔群岛，沉日舰十艘，毁日机七十余架。

１２﹐６（一一，一○）豫南我军攻入信阳。

１２﹐７（一一，一一）

甲、德黑兰会议共同宣言公布。

乙、罗斯福电蒋主席，谓舰艇不敷应用，英海军不克夹攻，请中国远征军单独进入缅甸，或

将联合夹攻计划展至明年十一月（原定三月）。

１２﹐８（一一，一二）

甲、蒋主席考虑今后国防，以大陆为基础，西北为重心。

乙、新疆省军师长柳正欣击败阿山之乌思满。

丙、我陆军得陈纳德空军协助，夺回常德。

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向全世界广播，抨击开罗宣言及德黑兰宣言。

１２﹐９（一一，一三）蒋主席电罗斯福，不满改变反攻缅甸战略，中国军事力量之劣势，

严重之经济情况，可能导致整个战线崩溃，目前军事经济情况，不可能支持六个月，或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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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９４４﹐１１。并希望借款十亿美元。

１２﹐１０（一一，一四）中国加拿大公使互升为大使。

１２﹐１３（一一，一七）

甲、常德境内日军败退，我军收复石门、临澧。

乙、英政府欢迎中国访英国。

１２﹐１４（一一，一八）

甲、英外相艾登在下议院报告，中英曾在开罗商谈战后合作。

乙、鲁南刘桂堂（黑七）部被新四军陈毅在费县消灭。

１２﹐１５（一一，一九）美军在新不列颠登陆。

１２﹐１７（一一，二一）

甲、英国军事代表团长魏亚特抵重庆（魏奉蒙巴顿命，促中国向缅甸反攻）。

乙、美国正式废止限制中国移民法案。

１２﹐１８（一一，二二）中国古巴友好条约在古巴首都签字。

１２﹐１９（一一，二三）湘西我军克安乡。

１２﹐２０（一一，二四）湘西我军克南县。

１２﹐２１（一一，二五）湘西我军克澧县、津市。

１２﹐２２（一一，二六）

甲、东条召开地方长官会议，坚持继续战争。

乙、日本天皇召见宇垣一成、币原晋重郎等午宴（据云有意投降）。

１２﹐２３（一一，二七）湖北我军克松滋。

１２﹐２４（一一，二八）

甲、远征军孙立人师攻占缅甸于邦。

乙、同盟国宣布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美英远征军最高统帅，威尔森为地中海战区统帅，亚历山

大为意大利盟军总司令，蒙哥马利为不列颠军团总司令，史巴茨为美国战略轰炸军总司令。

丙、湖北我军克公安。

１２﹐２６（一一，三○）德国主力舰 Scharnhorst在挪威洋面被击沉。

１２﹐２９（一二，三）

甲、英王接见中国访英团。

乙、同盟国宣布任命蓝赛为海军总司令，莱马劳里为空军总司令，巴吉特为中东总司令，泰

德为艾森豪威尔之副统帅。

１２﹐３１（一二，五）美国分别与中国、英国、苏俄、法国解放委员会、比利时、荷兰、

挪威、南斯拉夫、希腊、捷克斯拉夫、波兰及中南美各国订立租借协定。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４４──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

１﹐１（一二，六）蒋主席向全国军民广播，最后胜利在望，国誉日隆，我须担任围攻日寇

主要任务。

１﹐２（一二，七）蒋主席坚拒英国要求中国反攻缅甸之请，并诰诫英军事代表勿以军事为

儿戏。

１﹐８（一二，一三）

甲、蒋主席以物价高涨，军事及美军修建各地机场经费浩大，美国不允借款，至感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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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缅北我远征军渡过大龙河。

丙、行政院通过学龄儿童及失学儿童强迫入学案。

１﹐１０（一二，一五）艾森豪威尔就任欧洲同盟军最高统帅。

１﹐１１（一二，一六）美机炸台湾高雄及东石港。

１﹐１２（一二，一七）罗斯福召开太平洋作战会议。

１﹐１４（一二，一九）

甲、罗斯福电蒋主席，促我远征军进攻缅甸，否则断绝接济物资。

乙、美空军轰炸拉布尔，毁日机三十余架。

丙、边疆教育会议在重庆开幕。

１﹐１５（一二，二○）蒋主席以罗斯福对中国藐视，决以威信对付之。

１﹐１６（一二，二一）毛泽东告军事委员会驻延安第十八集团军之联络参谋郭仲容，拟于

周恩来、林祖涵（伯渠）、朱德三人中择一，或三人同到重庆谒蒋委员长（翌日郭电告军令

部）。

１﹐１８（一二，二三）访英团团长王世杰在英国会发表告别演说。

１﹐２０（一二，二五）

甲、缅北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部攻入胡康河谷。

乙、蒋主席认中共组织已造成毛泽东之独裁，今后国民党本身组织必须健全，并深入下层民

众。

１﹐２１（一二，二六）蒋主席认中共对政府将采取渐进之政治攻势，以突变为全面之叛变。

１﹐２４（一二，二九）日本决定攻略湘桂、粤汉、平汉铁路地区。

１﹐２５（一，一）丘吉尔接见中国访英团团长王世杰。

１﹐３０（一，六）远征军攻占缅北泰洛。

２﹐１（一，八）远征军攻占缅北太白佳。

２﹐２（一，九）军令部电复驻延安之联络参谋郭仲容，欢迎朱德、周恩来、林祖涵来重庆。

２﹐５（一，一二）昆明龙云部冒充土匪，抢劫美国军械（美国因此不发中国武器）。

２﹐６（一，一三）

甲、缅北中国远征军肃清观音河。

乙、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之瓜泽林岛，日军八千五百人被歼。

２﹐７（一，一四）

甲、缅北中国远征军攻克卡甸渣加。

乙、中国军事考察团杨杰等五人抵伦敦。

２﹐８（一，一五）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礼。

２﹐１０（一，一七）日本大本营自东北调一个师团增防塞班岛。

２﹐１１（一，一八）中国访英团王世杰等抵纽约。

２﹐１２（一，一九）日机袭赣县，被击落九架。

２﹐１３（一，二○）

甲、美国借口侦察华北东北敌情，拟派观察员赴陕北、山西，欲往延安与共党接洽。蒋主席

认为问题严重。

乙、缅北中国远征军击败日军于东班家。

２﹐１６（一，二三）

甲、中俄订立价购新疆乌苏独山子油矿俄方设备合同。

乙、美海空军猛袭加罗林群岛之日海军基地土鲁克岛。

丙、黔桂铁路通车至都匀。

２﹐１７（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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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美空军再炸土鲁克，先后毁日本舰艇十九艘（二十一万吨），飞机二百架。

乙、美国以战后世界安全计划问题通知英俄。

丙、任命刘师舜为驻加拿大大使。

２﹐１８（一，二五）中共决定派林祖涵赴重庆（４﹐２８起程）。

２﹐１９（一，二六）

甲、蒋主席以中共对美国又大事宣传，鼓动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政府准美国派观察员往

延安，撤除封锁，使中共取得与政府平等地位，认为必须毅然拒绝，并拟宣布中共破坏抗战

经过，危害国家之不法事实。

乙、史迪威宣布我远征军已收复缅北泰洛河谷及胡康河谷之半。

２﹐２０（一，二七）

甲、中国远征军攻占缅北贝拉卡。

乙、美海军部宣布日本船舰十九艘，飞机二百零一架被毁于土鲁克岛。

２﹐２１（一，二八）

甲、日首相东条英机自兼参谋总长。

乙、日本驻俄大使佐藤尚武向苏俄外长莫洛托夫质问雅尔塔会议对日俄关系之影响，莫洛托

夫重申严守日俄中立条约。

２﹐２２（一，二九）

甲、蒋主席以美国借款无望，美军既不愿依照汇率，复要求供给法币四十亿，中国经济将根

本破产，认为凡事皆须靠己，不求于人。

乙、行政院决议，以祝绍周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原任熊斌与西安军事长官胡宗南不协）。

丙、西北建设考察团返抵重庆。

丁、日本以谷正清为台湾总司令。

２﹐２６（二，三）蒋主席以近来内外夹击，认为只要时间延长，实力在握，国际运用，仍

可由我。

２﹐２８（二，五）行政院设置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王正廷为主任委员。

２﹐２９（二，六）美军在新几内亚之海军群岛登陆（完全占领）。

３﹐１（二，七）

甲、举行首届兵役节。

乙、中美合设之东南干训团在桂林成立（训练中国陆军军官）。

丙、敌限制华北铁路客运，增调关外军入关。

３﹐２（二，八）

甲、中国远征军攻占缅北马考。

乙、中国阿富汗友好条约，在土耳其签字。

丙、苏俄飞机越境入新疆青河县会河口，助哈萨克乱党乌思满。

３﹐３（二，九）蒋主席以美国欺诈压迫，既不借款，复藉云南劫械案不发武器，且派代表

到延安，认为殊难忍受，龙云跋扈，尤可忧虑。

３﹐４（二，一○）

甲、中美空军袭海南岛，毁敌机二十架。

乙、宏都拉斯取消限制华人移民法。

３﹐５（二，一一）

甲、缅北（胡康地区）我军廖耀湘师克孟关，美军开始进入缅境作战。

乙、本日起，日本全国停止娱乐休假。

丙、孔祥熙宋子文到昆明。

３﹐６（二，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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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东南亚盟军总副司令蒙巴顿、史迪威会于缅北雷多。

乙、美机千六百架袭柏林（此后一再猛袭）。

３﹐７（二，一三）

甲、缅境我远征军与美军会师于瓦拉本区（美军由密里尔指挥）。

乙、英海相在国会重申以全力对日之决心。

丙、罗斯福与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在华盛顿长谈。

３﹐９（二，一五）

甲、缅境我军克瓦拉本。

乙、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为苏俄飞机轰炸阿山中国军队事，向苏俄领事普式庚抗议。

丙、蒋委员长与熊式辉商设东北、台湾复员工作委员会，由沈鸿烈、陈仪主之（３﹐２７于

设计局内置东北及台湾调查委员会）。

３﹐１０（二，一六）乌克兰境苏军大捷。

３﹐１１（二，一七）新疆阿山乌思满向省军反攻，俄飞机助之，猛烈轰炸。

３﹐１２（二，一八）

甲、晋西我军克黑龙关。

乙、精神总动员五周年纪念，蒋主席广播，充实经济，稳定物价。

丙、纽约举行孙逸仙日。

３﹐１３（二，一九）

甲、外交部次长吴国桢接见俄大使潘友新，抗议俄机侵犯新疆之不法行为。

乙、英军进抵缅甸更的宛河上游。

３﹐１４（二，二○）迪化俄领事普式庚拒绝３﹐９吴泽湘之抗议。

３﹐１５（二，二一）

甲、苏俄飞机继续猛炸新疆阿山中国军队。

乙、重庆米价每市石超出四千元（去年１﹐１５政府规定为五百二十元）。

丙、加拿大大使欧德伦递国书。

３﹐１６（二，二二）美机二千余架袭德南部。

３﹐１７（二，二三）

甲、蒋主席派商震为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乙、举行首届国医节。

丙、美机连日袭千岛群岛。

３﹐１８（二，二四）

甲、蒋主席认为目前时势，须忍耐待时，奋斗无畏，独立不倚。

乙、胡宗南到山西吉县，晤阎锡山。

丙、熊式辉向蒋主席建议于战时解决中共问题。

３﹐１９（二，二五）缅境我军攻克杰布山（胡康孟拱间）。

３﹐２０（二，二六）

甲、史迪威总部宣布胡康河谷之日军已全部肃清。

乙、新疆省军以俄机轰炸及乌思满之猛攻，损失重大，败退乌河、青河。

丙、冯玉祥主持之江津献金总额一千五百万元（昨日白沙献七百万）。

丁、财政部长孔祥熙声明，不承认日本将自中国掠夺之黄金转移他国。

戊、德军占领匈牙利。

３﹐２１（二，二七）缅甸日军侵入印度曼尼坡。

３﹐２２（二，二八）

甲、蒋主席认为俄国轰炸新疆，将为国军正式进驻新疆，收复主权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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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中加（加拿大）签订互助协定。

丙、盟机日夜猛烈轰炸德国。

３﹐２３（二，二九）蒋主席认为今日美国之欺我侮我，英国之嫉我制我，将为迫我自力更

生。

３﹐２４（三，一）

甲、缅北中美联军攻占夏都塞。

乙、民生公司之【民惠】轮在重庆白沙间失事，遇难者二百余人。

丙、美国租予中国第三艘自由轮。

３﹐２５（三，二）定九月一日为记者节。

３﹐２６（三，三）

甲、新疆阿山乌思满陷青河。

乙、丘吉尔广播，击溃日本之时间将较初料为短。

３﹐２７（三，四）

甲、访英团王世杰胡霖等返抵重庆。

乙、史迪威到重庆，要求蒋主席增援攻缅（蒋允增一师）。

３﹐２８（三，五）缅北中美联军占黄劳阳。

３﹐２９（三，六）

甲、缅北我军攻占拉班。

乙、第一届青年节，蒋主席勉全国青年继承革命历史。

丙、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丁、萨尔瓦多取消限制华人法。

戊、美舰队袭击帛琉群岛。

３﹐３０（三，七）

甲、俄日签订协定，日将北库页岛油矿煤矿租借权移交与俄，并将渔业协议再延长五年。

乙、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驻华代表团抵重庆。

丙、美海军猛攻帛琉群岛。

３﹐３１（三，八）俄大使潘友新向外交部声明新疆军队追缉哈萨克人民，有侵入外蒙古领

土之事情，苏俄政府根据１９３６﹐３﹐１２与外蒙古所订之互助条约，不得不予外蒙古以

一切援助与支持。

４﹐１（三，九）俄军扰新疆阿尔泰，与新疆我军冲突（苏俄将阿尔泰区大部及哈密以北划

入外蒙古区域，借口哈萨克扰边，派陆空军进攻，至美副总统华莱士来华始停，及华莱士离

华，战事又起，数月不停）。

４﹐２（三，一○）

甲、苏俄塔斯社库伦消息，诬我新疆军队侵入外蒙境内。

乙、俄军攻入罗马尼亚，俄外长声明无政治领土目的。

４﹐３（三，一一）

甲、罗斯福电蒋主席，促滇西远征军出动，策应史迪威军。

乙、蒋主席认为对俄人之暴横，惟有忍痛自制。

４﹐４（三，一二）

甲、中央社奉命驳斥４﹐２塔斯社关于新疆外蒙之消息。

乙、蒋主席颁奖予驻桂林空军。

丙、伪广东省主席陈耀祖被刺死。

４﹐５（三，一三）

甲、定本日为音乐节。



- 1307 -

乙、美机迭炸土鲁克。

４﹐７（三，一五）

甲、美参谋总长马歇尔表示，如中国远征军再不出动，一星期后将停止军械物资援助。

乙、美使馆职员谢伟志报告国务院，不满蒋主席之反苏政策。

丙、访英团报告要点发表。

丁、美舰队再袭帛琉岛。

４﹐８（三，一六）川康滇黔鄂五省兵役会议在重庆开幕。

４﹐９（三，一七）

甲、美国务卿赫尔广播美国外交政策，美英苏中应团结一致，侵略主义须彻底消灭，决与同

盟国共建永久和平。

乙、日机连日扰豫境。

４﹐１０（三，一八）

甲、缅北我军攻占瓦康。

乙、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代表陶森、史泰雷到重庆，设远东分署。

丙、俄军克复敖德萨。

４﹐１１（三，一九）

甲、缅北我军攻占高南卡。

乙、美副总统华莱士宣布最近将访问重庆（为中俄纠纷事）。

丙、全美舰队司令金氏在众院宣称须尽速对日猛攻。

丁、美机再炸千岛群岛。

４﹐１２（三，二○）苏俄策动迪化暴动未成。

４﹐１３（三，二一）

甲、蒋主席命何应钦答复美国，谓中国对日作战，自有一定计划，不以美援武器之有无而变

更。

乙、教育部长陈立夫发表谈话，否认控制思想（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指责中国控制学生思

想）。

丙、缅北我军攻占瓦康丁林。

丁、俄军克复克里米亚首府。

４﹐１４（三，二二）

甲、新疆省府主席盛世才逮捕教育厅长程东白，省政府委员刘效苏等（谓其密谋暴动）。

乙、中加协议成立，加拿大放弃在华特权。

丙、缅北我军攻占孟古加拉。

丁、皖南敌陷南陵。

戊、美机连续五日炸千岛群岛。

４﹐１６（三，二四）

甲、译员训练班结业。

乙、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宣言，号召台湾民众与祖国同胞共同奋斗。

丙、美机连炸土鲁克。

４﹐１７（三，二五）

甲、河南日军自中牟渡黄河西犯，中原会战开始。

乙、缅北我军攻占拉渣。

４﹐１８（三，二六）

甲、豫北日军自黄河铁桥南犯郑州。

乙、盟机出动五千架，日夜猛袭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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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盟军之友总社在重庆成立。

４﹐２０（三，二八）

甲、河南日军犯新郑密县。

乙、盟方海空军自印度洋袭击苏门答腊之沙班。

丙、盟机连日猛袭欧陆，一百小时内出动八千架。

４﹐２１（三，二九）

甲、日军进攻河南虎牢关，被孙蔚如部击退，我军四百人战死。

乙、日军陷河南尉氏，及广武、荥阳。

丙、中央设计局设东北及台湾调查委员会。

丁、公私费留学生决暂缓派遣。

４﹐２２（三，三○）

甲、日军陷河南郑州。

乙、南太平洋美军占领荷兰蒂亚。

４﹐２３（四，一）日军陷河南新郑密县。

４﹐２４（四，二）

甲、豫东我军克太康。

乙、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许德佑等三人在贵州普安遇匪被害。

丙、韩国临时议政院仍推金九为政府主席。

４﹐２５（四，三）

甲、虎牢关我军再度击退进犯之日军。

乙、新疆阿山乌思满围攻富蓝（４﹐２８解围）

。

４﹐２６（四，四）

甲、停派学生及专家出国留学考察。

乙、泸州献金，总额达五千余万元。

４﹐２７（四，五）盟机十余日来继续轰炸欧陆，本日出动约五千架。

４﹐２８（四，六）

甲、日军陷河南虎牢关。

乙、中美空军飞豫助战，炸毁黄河铁桥。

丙、缅北我军攻占蛮宾。

丁、行政院善后救济调查委员会成立，蒋廷黻任主任委员。

戊、美海军部长诺克斯病卒。

４﹐２９（四，七）

甲、驻美大使魏道明访国务卿赫尔，递交蒋主席致罗斯福函。

乙、皖北日军西陷阜阳。

丙、太平洋美海空军再袭土鲁克。

丁、缅北我军占考黎。

４﹐３０（四，八）

甲、日军由河南新郑长葛南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溃退。

乙、缅北我军攻占泰格拉米阳。

５﹐１（四，九）

甲、日军陷河南许昌，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死之。

乙、豫东我军克尉氏。

丙、蒋主席接见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驻华代表贝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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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盟机七千架猛炸德法比海岸。

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贝志高呈递到任书。

己、美国【生活】杂志刊出白修德通信，谓国民党为一腐败残暴政治集团，依赖美国而不自

奋。

５﹐２（四，一○）

甲、河南信阳日军北犯，陷明港。

乙、共产党代表（陕北边区政府主席）林祖涵与中央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相继到西安。

丙、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自重庆到西安。

丁、中英财政协议在伦敦签字（即１９４２﹐２之贷款五千万镑及对华租借物资协议）。

戊、缅北我军攻占澳琪村。

５﹐３（四，一一）

甲、日军陷河南禹县、郏县、临汝。

乙、日本宣布联合舰队司令古贺峰一阵亡，遗缺由丰田副武继任。

５﹐４（四，一二）

甲、日军陷河南确山。

乙、日军陷河南临汝镇及宝丰（汤恩伯部溃兵多被人民缴械）。

丙、张治中王世杰与林祖涵在西安开始第三次商谈（至５﹐１１共谈五次）。

５﹐５（四，一三）

甲、蒋主席以近日中共与孙科勾结益亟，美人从而助长，谋推翻政府，有所不满。

乙、日军犯洛阳，与我刘茂恩马法五军战于龙门（日军挟伪军孙良诚孙殿英助战）。

丙、中国哥斯达黎加签订友好条约。

５﹐６（四，一四）

甲、日军陷河南襄城及郾城。

乙、印度甘地被释出狱。

５﹐７（四，一五）美海军总司令金氏，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西南亚舰队总司令海尔

赛会于旧金山。

５﹐８（四，一六）

甲、政府明令抗敌殉职之许国璋、彭士量、孙明瑾三师长入祀首都忠烈祠。

乙、日军陷河南遂平、西平。

丙、商震率领驻美军事代表团离重庆赴任（５﹐１７抵华盛顿）。

５﹐９（四，一七）

甲、日军陷河南鲁山（省政府所在地），西侵下汤（军火所在地）。

乙、平汉线南北日军会于驻马店。

丙、日军由晋南垣曲渡河，犯渑池。

丁、滇越路覆车，伤亡百余人。

５﹐１０（四，一八）

甲、日军陷洛阳龙门，侵至城郊，刘茂恩军力战拒守。

乙、驻美大使魏道明奉命谒罗斯福，报告中国战局。

５﹐１１（四，一九）

甲、滇西我远征军二万余人出动，强渡怒江（宋希濂霍揆彰部）。

乙、中美空军连日在豫西助战，予敌重创（惟汤恩伯部多望风散逃）。

丙、林祖涵将５﹐４起与张治中王世杰所谈各事具体列出，共十二条（共产党军编为四军十

二个师，服从军委会命令，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予中共以合法地位，中共表示继续

实行四项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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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设置驻多米尼加公使馆。

５﹐１２（四，二○）

甲、日军陷河南渑池及嵩县（河南大学在嵩县，师生遇难者不少）。

乙、中央设计局台湾及东北委员会成立，由陈仪与沈鸿烈分别主持。

５﹐１３（四，二一）

甲、日军陷河南宜阳，进犯洛宁。

乙、豫南我军（张轸曹福林部）克遂平（明日克驻马店）。

丙、盟机袭欧陆四周未停，今日出动飞机达八千余架。

丁、俄大使潘友新决于１０﹐１５回俄，俄国军事顾问亦奉命调回，以示其不合作态度。

５﹐１４（四，二二）

甲、立法院长孙科在宪政座谈会讲三种自由（民族、政治、经济，对政府多所指责）。

乙、四川隆昌献金达二千五百余万元。

５﹐１５（四，二三）

甲、蒋主席不满昨日孙科诬蔑政府。

乙、缅北我军攻占蛮宾。

丙、艾森豪威尔、丘吉尔等举行准备登陆法国之最后会议。

５﹐１６（四，二四）

甲、滇西远征军攻克泸水。

乙、中美空军猛炸河南宜阳之敌，毁敌车二百余辆。

５﹐１７（四，二五）

甲、缅北中美军攻抵密支那城。

乙、滇西远征军攻克马大塘。

丙、王世杰张治中偕共产党代表林祖涵自西安到重庆。

５﹐１８（四，二六）

甲、豫西日军陷陕县，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战殁。另支由洛宁嵩县西犯卢氏。豫南

我军克西平。

乙、皖北我军克亳县。

５﹐１９（四，二七）

甲、蒋主席召见中共代表林祖涵。

乙、怒江西岸我军克片马。

丙、中美联军攻占密支那城三分之一。

５﹐２０（四，二八）

甲、美副总统华莱士启程取道西伯利亚来华，并发表赞扬中国之声明。

乙、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开幕。

丙、豫南我军克确山，豫西敌陷卢氏。

丁、中英海员协定签字。

戊、陈友仁卒，年六十六岁。

５﹐２１（四，二九）吴铁城、张群、熊式辉、张治中、王世杰、白崇禧、朱家骅会商党务，

纠正陈果夫陈立夫行动。

５﹐２２（闰四，一）

甲、中共对中央提出要求二十条，今日由林祖涵交王世杰张治中。

乙、河南我军（刘汝明部）克鲁山（寻又失，５﹐２８再克再失），及长葛、洧川。

丙、盟机连日大举轰炸德境。

５﹐２４（闰四，三）



- 1311 -

甲、湘北岳阳临湘日军开始南犯。

乙、怒江西岸我军克大塘子。

丙、盟机七千余架炸欧陆。

５﹐２５（闰四，四）

甲、日军陷洛阳，守军刘茂恩部西退，损失颇重。

乙、鄂南崇阳日军南犯。

５﹐２６（闰四，五）

甲、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闭幕，发布宣言，加强战力，巩固经济，提高

行政效率，推行自治，厉行法治（各方对此次会议颇感失望）。

乙、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朱家骅辞，由陈果夫继任。

丙、怒江西岸我军攻克界头。

５﹐２７（闰四，六）

甲、湘北日军沿粤汉线大举南犯，强渡新墙河。

鄂南日军犯通城，鄂西犯公安、南县。

乙、蒋主席以内外形势严重，警告国民党干部，今后半年内最为艰苦，应作最后准备。

丙、缅甸我军攻占瓦伦。

丁、新几内亚美军登陆拜阿克岛。

５﹐２８（闰四，七）

甲、怒江西岸我军攻克冷水沟。

乙、全国行政会议开幕（６﹐１闭幕）。

丙、盟机遍炸德法比境，集中攻击铁道。

５﹐２９（闰四，八）

甲、湘北日军登陆营田，进犯黄沙街，鄂南日军陷通城。

乙、美机出动多次，飞湘北助战。

丙、缅甸我军攻占沙若奥。

５﹐３０（闰四，九）

甲、湘北日军渡汨罗江，鄂西日军陷南县、公安。

乙、美英俄中四国在华盛顿会商战后和平机构（俄不允中国参加）。

丙、日机袭四川梁山。

丁、豫西我军克嵩县（寻又失）。

５﹐３１（闰四，一○）

甲、蒋主席以美国不允以飞机油料接济，两次召见史迪威不至。

乙、驻美军事代表团长商震谒罗斯福。

６﹐１（闰四，一一）

甲、湖南日军陷平江及安乡。

乙、美副总统华莱士抵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

丙、叙昆铁路昆明曲靖沾益段通车。

６﹐２（闰四，一二）

甲、怒江西岸我军克界头。

乙、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６﹐３（闰四，一三）

甲、湖南我军克安乡。

乙、胡宗南军反攻陕县不利。

６﹐４（闰四，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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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共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意见】十二条（即５﹐２２之修正案。

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地方自治，中共军队编为五军十六师，承认边区及华北根据地之

抗日政府，中共军队防地维持现状，由政府充分接济，并分予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药品，

允中共在各地办党办报）。

乙、盟军进入罗马。

丙、盟机四千架炸法比境内之交通线。

丁、盟军原定明日自英渡海登陆，以气候恶劣，延迟二十四小时。

６﹐５（闰四，一五）

甲、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办法十八条（第十八集团军及其一切部队合编为四军十师，

由中央节制，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实行中央法令，中共与其它政党享受同等待遇，遵守国

家法律，中共应再表示忠实实行其四项诺言）。

乙、湘北日军逼近长沙。

丙、鄂西我军克公安，日军陷湘西沅江。

丁、河南日军陷叶县。

戊、重庆开始守法运动。

６﹐６（闰四，一六）

甲、盟军在法境诺曼底登陆，第二战场开辟。

乙、中共代表林祖涵不同意昨日中央提示之办法。

丙、豫西日军越灵宝攻常家湾，我副师长王剑岳阵亡。

丁、钱泰被任为驻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

戊、自本年起，粮食征购办法改为征借。

６﹐７（闰四，一七）蒋主席电贺美英军登陆欧洲成功。

６﹐８（闰四，一八）

甲、湘北日军陷湘阴。

乙、河南日军陷舞阳（守军已于月前退走）。

丙、张治中王世杰复林祖涵，盼就中央提示案作一全面确切答复，如能获结论，愿考虑访问

延安（６﹐１１林复张王，再请就中共所提十二条作答）。

６﹐９（闰四，一九）

甲、鄂西我军向宜昌对岸出击。

乙、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延安（时第十八集团军将领朱德、林彪、贺龙、徐向前、萧劲光、

叶剑英均在延安）。

６﹐１０（闰四，二○）

甲、长沙外围捞刀河两岸激战。

乙、河南日军再陷西平。

丙、浙江日军陷汤溪。

丁、滇西我军克龙陵。

６﹐１１（闰四，二一）豫西日军陷灵宝及函谷关，进犯阌乡（

潼关一度失守）。

６﹐１２（闰四，二二）

甲、毛泽东欢宴到延安之中外记者团。

乙、美海空军袭马里亚纳群岛，沉日舰十三只，击落敌机百四十架。

丙、浙江日军陷龙游。

丁、巴西公使游兰略，土耳其大使陶盖呈国书。

６﹐１３（闰四，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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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军自湖南益阳进犯宁乡。

乙、豫南日军陷上蔡。

丙、中美空军大炸豫西之敌，我陆军（胡宗南部）猛烈反攻。

丁、日军连日攻河南阌乡不下，退回灵宝。

６﹐１４（闰四，二四）

甲、延安号召保卫西安，共军拟乘机南越国军封锁线。

乙、豫西胡宗南军捷于阌乡灵宝间之常家湾。豫南日军陷汝南。

丙、长沙附近日军渡浏阳河进犯株洲西北之易家湾。

丁、重庆庆祝【联合国日】。

６﹐１５（闰四，二五）

甲、豫西胡宗南部克灵宝，豫南日军陷遂平。

乙、湘北敌陷浏阳，进犯醴陵。

丙、王世杰张治中函复林祖涵，申述此次商谈之基本精神，须本统一国家军令政令之原则，

为改善现状，增强团结之前提。

丁、美军登陆塞班岛（在马里亚纳群岛中）。

戊、美国命高思向蒋委员长表示，希望国共合作对日。

６﹐１６（闰四，二六）

甲、自成都起飞之美国Ｂ２９式超级空中堡垒（第二十轰炸机队）轰炸日本九州岛之八幡门

司工业区。

乙、缅甸我军（第二十三师廖耀湘部）克加迈。

滇西日军再占龙陵。

丙、湖南日军陷株洲。

丁、河南日军陷确山。

戊、德以飞弹（无驾驶员飞机）袭英。

６﹐１７（闰四，二七）湖南日军陷湘潭。

６﹐１８（闰四，二八）

甲、日军陷长沙（第四军张德能作战不力）。

乙、河南日军陷正阳。

丙、美副总统华莱士自西伯利亚抵迪化。

丁、美空军在塞班大捷，击落敌机三百五十三架。

６﹐１９（闰四，二九）

甲、美日海军主力战于马里亚纳群岛。

乙、河南日军陷周家口。

６﹐２０（闰四，三○）

甲、美副总统华莱士到重庆，范宣德、拉铁摩尔同行，发表谈话，强调中苏友谊联击。

乙、马里亚纳群岛美日海战结束，日本航空母舰【大风】【翔鹤】号沉没，主力舰【榛名】

重伤。日舰队乘夜逃遁（日本在南太平洋之制海权丧失）。

丙、东京广播谓塞班战局严重。

丁、湖南日军陷醴陵。

戊、公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禁载标准、战时书刊审查规则。

６﹐２１（五，一）

甲、华莱士与蒋主席晤谈，劝国共由谈判途径解决争端，消灭中国军事及经济危机，美国愿

以第三者参与。

乙、湖南日军陷湘乡，另支犯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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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五，二）

甲、蒋主席与华莱士长谈中共问题，蒋说明中共野心及与苏俄关系，盼美取超然态度。

乙、美太平洋舰队总部发表公告，第五舰队已在菲律宾及马里亚纳群岛间击败日本大舰队，

沉伤日舰十四艘，毁日机六百架。

丙、四川内江献金总额五千四百余万元。

６﹐２３（五，三）

甲、蒋主席与华莱士晤谈，同意美国军事观察团前赴共区，并询斯大林对中苏关系之态度，

华莱士劝勿引起与俄冲突情势。

乙、孔祥熙抵华盛顿（６﹐２７访晤罗斯福）。

６﹐２４（五，四）

甲、华莱士与蒋主席联合声明，中美互助对日作战，中苏必须互相谅解，复兴中国经济，发

展中美商务（蒋主席再度表示欢迎罗斯福协助解决中共问题）。华莱士即离重庆赴昆明。

乙、湖南日军陷衡山、攸县及江西萍乡。

６﹐２５（五，五）

甲、日本天皇以战局严重，召开元帅会议，加强海上防御。

乙、湖南日军围攻衡阳。

６﹐２６（五，六）

甲、缅甸我军孙立人师（第三十八师）及英军攻占孟拱。

乙、浙江日军陷衢州。

丙、华莱士自昆明到桂林，即飞成都。

６﹐２７（五，七）

甲、衡阳城郊大战开始，我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力守。

乙、在法登陆美军完全占领瑟堡。

丙、张厉生兼任总动员会秘书长。

６﹐２８（五，八）

甲、华莱士电罗斯福，谓蒋主席无统治战后中国之知识，中国应成立联合政府。

乙、华莱士自成都致书蒋主席，若不采取新活力与新行动，中国抗战行将绝望。

丙、蒋主席以匪（共）倭（日）猖狂，内外疑谤，只有静观与坚忍。

丁、广东日军沿粤汉路开始北犯。

戊、湖南我军克江西萍乡。

己、浙江我军克衢州（明日克龙游，又明日克汤溪）。

６﹐２９（五，九）

甲、湖南日军使用芥子毒气攻衡阳。

乙、广东西江日军陷台山。

６﹐３０（五，一○）

甲、日军占衡阳机场。

乙、华莱士自成都抵兰州。

７﹐１（五，一一）国际货币会议在美开幕，出席代表四十四国。

７﹐２（五，一二）

甲、湖南日军进至耒阳以南。

乙、华莱士自兰州启程返美。

７﹐３（五，一三）

甲、中共代表林祖涵向王世杰张治中提出二点，一希望中央将民主尺度放宽，二希望按五军

十六师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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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广东日军北陷龙门（明日克复）。

丙、新疆承化发生暴动。

丁、俄军收复明斯克。

戊、孙科告美大使馆职员，中国军队必须重建，监视中共之政府军及共军应仍用于抗日，美

国如出以高压，蒋委员长之意见可望改变。

７﹐４（五，一四）

甲、重庆展开献金运动。

乙、美海空军袭小笠原群岛，沉日舰五，毁机三十。

７﹐５（五，一五）

甲、国家总动员会决议贴补公用事业，不令涨价。

乙、朱希祖卒，年六十六。

丙、蒋主席举行茶会，送蒋夫人出国（时谣传蒋主席与夫人不睦）。

７﹐７（五，一七）

甲、抗战七周年，蒋主席发表告军民书，谓现在实为对日决战开始。

乙、是日罗斯福三次致电蒋主席，建议以史迪威统率所有在华武力，并以一切军援物资接济

共军，以阻敌军深入（蒋主席决出以缓和态度，原则上表示赞同，惟望派一美国大员来华）。

丙、湖南我军克醴陵（寻又失）。

７﹐８（五，一八）

甲、自成都起飞之超级空中堡垒于今晨二时炸佐世保、八幡。

乙、美军完全占领塞班，日军一万余人被消灭。

日最高指挥官海军中将南云忠一死之。

７﹐９（五，一九）

甲、日机猛炸衡阳。

乙、广东日军陷清远。

丙、蒋夫人（宋美龄）及孔祥熙夫人（宋蔼龄）

离重庆赴巴西。

丁、西欧盟军攻占凯恩。

７﹐１０（五，二○）

甲、华莱士向罗斯福提出访华报告，请协助蒋主席，起用有能力之人，并以魏德迈代史迪威。

乙、新疆吉木乃乱起，县城一度被围攻（俄人策动）。

丙、美海军炮击关岛。

７﹐１１（五，二一）孔祥熙再晤罗斯福。

７﹐１２（五，二二）

甲、孔祥熙三晤罗斯福，面递蒋主席复电。

乙、蒋主席以俄国与中共问题关系国家存亡，惟有遵天理与常道而行。

丙、日军猛攻衡阳，施放大量毒气。

丁、滇西我军合围腾冲。

戊、中外记者团离延安南返。

７﹐１３（五，二三）

甲、华莱士对华盛顿记者谈话，强调中国军事之危急。

乙、蒋主席在重庆黄山召开军事会谈，商整军及华北问题。

７﹐１４（五，二四）

甲、日机猛袭湖南芷江机场。

乙、湖南日军陷茶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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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陈诚在汉中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７﹐１５（五，二五）

甲、罗斯福再促蒋主席，立即授史迪威以统率所有中国军队之绝对权力。

乙、国民政府颁布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自八月一日起施行。

丙、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决定国际货币基金为八十八亿美元，中国认缴五亿五千万美元。

７﹐１６（五，二六）

甲、蒋主席对罗斯福之要求极痛愤，认为决不能迁就。

乙、美发表自战事开始至本年五月一日止，运往中印缅区租借物资共值十四亿美元。

７﹐１７（五，二七）

甲、衡阳我守军撤至第二道防线。

乙、日海军大臣岛田繁八郎去职，野村直邦继任。

７﹐１８（五，二八）

甲、行政院决议，以刘茂恩任河南省府主席，王东原任湖北省府主席。

乙、公布强迫入学条例。

丙、日本梅津美治郎继东条英机为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任陆军教育总监，山田乙三任关东

军总司令。

丁、盟机八千余架袭德法。

７﹐１９（五，二九）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宣布，中国被推为世界建设及开发银行十二董事之

一。

７﹐２０（六，一）

甲、日本东条英机内阁辞职，小矶国昭米内光政奉命组阁。

乙、德将领谋刺希特勒，未中，若干城市发生冲突。

丙、美军登陆关岛。

７﹐２１（六，二）

甲、关岛经连日轰炸后，今日美军开始登陆。

乙、共军第一一五师袭击徐州东北之小塔山，俘挺进第二十三纵队司令韩治隆。

７﹐２２（六，三）

甲、日本小矶内阁成立，米内任海军大臣，杉山任陆军大臣，重光葵任外务大臣。

乙、自流井贡井献金总额一万二千万元。

丙、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闭幕。

丁、蒋主席覆罗斯福，允将前线作战部队交史迪威指挥，共军是否在内，须视其是否服从中

央军令而定。并望先商定史迪威之统率职权，租借物资应由中国分配。

７﹐２３（六，四）

甲、美军在狄宁岛登陆。

乙、美国军事观察团在延安成立（DavidD。Burret上校及谢伟志主持）。

７﹐２４（六，五）日大本营决定今后作战指导大纲，加强防备菲律宾、台湾、琉球、日本

本土，及千岛之海上第一线。

７﹐２５（六，六）

甲、王世杰、张治中与林祖涵再谈，仍不得要领。

乙、英海空军袭击苏门答腊之沙班港。

丙、中国捷克使节升为大使。

７﹐２６（六，七）

甲、罗斯福到珍珠港与尼米兹、麦克阿瑟会议（停留三日）。

乙、湖南我军克耒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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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蒋主席嘉勉坚守衡阳之第十军军长方先觉。

７﹐２７（六，八）

甲、俄军收复罗夫。

乙、蒋主席于整军会议中，讲军政腐败，及国际对中国印象恶劣。

７﹐２８（六，九）

甲、中美空军炸岳州日军。

乙、鲁南共军袭击微山湖东之山东第四区专员公署及第十四旅。

７﹐２９（六，一○）

甲、超级空中堡垒自成都炸辽宁鞍山及沈阳附近工业区，并炸天津塘沽郑州。

乙、新疆哈巴河乱起，哈萨克人攻击县府（苏俄唆使）。

丙、泰国銮披文内阁总辞。

丁、蒋主席与熊式辉商更易军政部长，拟以陈诚代何应钦。熊对史迪威欲统率共军事，劝蒋

自行与中共商谈。

７﹐３１（六，一二）日机袭桂林、柳州、芷江。

８﹐１（六，一三）

甲、美空军炸海南岛日军。

乙、湖南日军陷宁乡，我守军全部战殁。

丙、鲁南共军俘苏北第一分区指挥官冯子固部之纵队司令丛维三、胡子馨于沛县。

丁、中国墨西哥友好条约在墨京签字。

戊、太平洋美军完全占领狄宁岛。

８﹐２（六，一四）

甲、滇西我军攻入腾冲城内。

乙、派胡世泽为英美中三国战后和平机构会议代表。

丙、土耳其对德绝交。

８﹐３（六，一五）

甲、湖南日军陷安仁。

乙、罗斯福到阿留申视察。

８﹐４（六，一六）

甲、中美英军攻占缅甸密支那（已围攻七十八日）。

乙、日军对衡阳施行总攻。

丙、广东雷州半岛日军犯廉江。

８﹐５（六，一七）

甲、日本设置【战时最高委员会】。

乙、美军横过法国布列塔尼半岛，五日内进展一百四十哩。

８﹐６（六，一八）蒋主席以内外压力日重（美强迫与中共无条件妥协，任史迪威为总司令，

并暗示以孙科为蒋主席之代替人，欲使中国为其附庸），只要军权在握，全民支持，决不能

屈我。

８﹐７（六，一九）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废止。

８﹐８（六，二○）

甲、衡阳失守。

乙、顾毓琇任中央大学校长，蒋主席辞兼职。

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长沈宗濂抵拉萨。

８﹐９（六，二一）

甲、美机袭上海日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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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美军占领关岛，歼灭日军万余。

丙、欧洲解放军艾森豪威尔威尔之总部迁至法境。

丁、美国向蒋建议由赫尔利调解国共之争。

８﹐１０（六，二二）

甲、王世杰、张治中函林祖涵，正式书面答复中共所提之十二条（依抗战进展，胜利接近与

夫社会安定，逐渐扩大人民自由范围，促进地方自治，军队扩编为四军十师，与国军一律待

遇，边区政府可予承认，其它地区行政机构，由各该管省政府接管）。

乙、罗斯福函蒋主席，拟派赫尔利为其私人代表。

丙、湖北宜城县改为自忠县（纪念张自忠）。

８﹐１１（六，二三）

甲、蒋主席认为中共虽有国际背景，终无出路，不得已时惟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

乙、新疆主席盛世才拘捕所部师长柳正欣及建设厅长林继庸，省党部书记长兼教育厅长黄如

今等三十余人。

丙、超级空中堡垒第三次袭日本，炸长崎工业目标，另队袭苏门答腊之巨港。

丁、绥远我军收复中公旗。

戊、粮食部长徐堪报告全国丰稔，川省大熟。

己、丘吉尔抵意大利。

８﹐１２（六，二四）

甲、蒋主席决奋斗到底，不计毁誉，埋头力行，忍气吞声，以求有济。

乙、罗斯福自太平洋视察归来，谓战后对日本须有监视时期。

８﹐１３（六，二五）西欧盟军在法莱西俘德军十万人。

８﹐１４（六，二六）

甲、宜昌周围我军展开攻势。

乙、日军再陷湖南耒阳。

８﹐１５（六，二七）

甲、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到迪化，处理８﹐１１事变。

乙、盟军在法国南部尼斯马赛间登陆。

８﹐１６（六，二八）

甲、美机炸衡阳。

乙、新疆省军袭败阿山西路哈族乱民于和丰。

８﹐１７（六，二九）陈诚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改为第一战区

副司令长官。

８﹐１８（六，三○）

甲、罗斯福训令赫尔利促进蒋主席与史迪威间之和谐关系。

乙、派顾维钧为出席战后世界和平机构会议首席代表。

丙、美军攻入巴黎附近之凡尔赛。

８﹐１９（七，一）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在西安会议。

８﹐２０（七，二）美超级空中堡垒第四次袭日本，连续轰炸八幡工业区。

８﹐２１（七，三）

甲、朱绍良及新疆监察使罗家伦自迪化到重庆，商新疆问题。

乙、美英苏三国在华盛顿会议战后和平机构。

８﹐２２（七，四）

甲、滇西我军克龙陵旧城。

乙、兵役署长程泽润以不理于众口，免职，由徐思平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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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美公布，截至本年六月底止，运往中国之租借物资总值为一亿五千万元，英国为九十三

亿三千万元，其它各国为二百八十二亿七千万元。

８﹐２３（七，五）

甲、罗斯福续电蒋主席，促迅授史迪威以指挥所有中国军队全权，并与中共无条件妥协，拒

绝蒋主席意见。

乙、广东日军陷廉江（明日克复）。

丙、罗马尼亚接受苏俄条件，退出轴心。

丁、罗斯福向战后世界和平机构会议代表演说，美英苏中四国应友好合作。

８﹐２４（七，六）

甲、蒋主席决心辞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之职，抗拒罗斯福之压迫（蒋主席料定罗斯福不欲其

离去是职，否则美须派百万以上部队来亚洲牺牲）。

乙、共军（新四军第三师）攻占江苏萧县小朱庄，挺进军纵队司令王传绶战死。

８﹐２５（七，七）

甲、美法军进入巴黎。

乙、罗马尼亚对德宣战。

丙、第四军长张德能以弃守长沙，被枪决。

丁、共军（第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袭攻湖北礼山黄陂站之国军第四纵队第二支队。

戊、胡宗南辞第一战区副长官，不准（９﹐４再辞，仍不准。按胡部陈诚有意见）。

８﹐２７（七，九）

甲、浙江日军由武义陷处州（丽水）。

乙、河南伊川伪自卫团长郭绍绪反正，毙敌军官十四名。

８﹐２８（七，一○）共军李先念围攻湖北礼山三里城之国军第四纵队第一支队。

８﹐２９（七，一一）

甲、新疆军政机构改组，盛世才调长农林部，吴忠信继任新疆省府主席，未到任前由朱绍良

兼代，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裁撤。

乙、美机再袭菲岛。

８﹐３０（七，一二）

甲、中共代表林祖涵驳复８﹐１０张治中、王世杰书，１。认为中央提示案与中共条件原则

上相距太远；２。认为中央始终不愿实行三民主义及民主制度；３。坚执其政治、军队、边

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等问题之态度；４。申述中共始终忠实执行其四项诺言。

乙、朱绍良自重庆到迪化。

８﹐３１（七，一三）

甲、蒋主席接见美大使高思，指出美国今日之态度，适足助成中共之顽抗，美应告知中共放

弃歧见，服从国民政府（美主成立联合政府）。

乙、第八战区副长官胡宗南改为第一战区副长官（陈诚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丙、军事当局商定整军办法。

丁、美机袭台湾。

戊、中国秘鲁使节互升为大使。

９﹐１（七，一四）

甲、湖南我军攻入茶陵。

乙、美机猛袭菲岛。

丙、美军攻入凡尔登。

９﹐２（七，一五）

甲、湖南日军分向祁阳宝庆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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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暂代新疆主席朱绍良视事。

丙、芬兰宣布退出战争，并对德绝交。

９﹐３（七，一六）美法军进入里昂。

９﹐４（七，一七）

甲、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派遣特使赴俄。

乙、盟军进入比京布鲁塞尔，并占领安特卫普。

丙、苏芬正式休战。

９﹐５（七，一八）

甲、第三届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开幕，蒋主席致词（一）中国抗战此一时期最为艰苦，（二）

国家绝对需要统一，（三）加紧准备实施宪政。

乙、参政会首次大会，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参政员质问豫战责任，要求严惩失职长官汤恩伯。

丙、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

丁、沿湘桂路南进之日军陷祁阳。

９﹐６（七，一九）

甲、罗斯福之代表赫尔利少将及生产局长纳尔逊、史迪威同行到重庆（过莫斯科时曾与莫洛

托夫谈中共问题）。

乙、日本议会开幕。

丙、湖南日军陷永丰。

丁、滇缅边界我军举行会师礼。

戊、保加利亚请求苏俄停战。

９﹐７（七，二○）

甲、蒋主席接见赫尔利及纳尔逊（先见史迪威，命反攻八莫，史拒）。

乙、滇西我军克松山（腊猛），日军全被歼。

丙、湘桂路日军陷永州（零陵），王甲本军长战死。

丁、参政会第四次会议，财政部报告，质问热烈（多关于贪污案者）。

戊、日首相小矶向议会演说决战施策，海相米内谓战况不振。

己、法境盟军攻下色当。

９﹐８（七，二一）

甲、湘桂路日军陷东安。

乙、桂林柳州梧州强制居民疏散。

丙、山西共军袭攻浮山附近之第六十一军（双方伤亡近万）。

丁、超级空中堡垒一百余架再炸辽宁鞍山。

戊、美海空军（太平洋第三舰队）袭菲律宾，毁日舰八十九艘，飞机六十八架。

己、保加利亚对德宣战，苏军进入保境。

９﹐９（七，二二）

甲、参政会通过改善官兵及公教人员待遇案。

乙、缅甸我军在腾冲附近与滇西我军会师。

丙、蒋主席接见河南参政员郭仲隗、徐炳昶，垂询豫战经过。

丁、浙江日军陷温州（永嘉）。

戊、苏联对保加利亚停战。

９﹐１０（七，二三）

甲、王世杰、张治中驳复８﹐３０林祖涵书，如中共已履行四项诺言，则不须今日尚商谈服

从军令政令等问题；彼此意见距离太远，系因中共要求与时俱增。

乙、湖南日军进至宝庆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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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１（七，二四）

甲、蒋主席与美代表赫尔利少将、中印缅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会谈。

乙、朱德电邀赫尔利访延安。

丙、罗斯福、丘吉尔再会于魁北克。

丁、湘桂路日军侵入广西境黄沙河。

戊、盛世才离迪化飞重庆。

己、美军自法攻入德境。

庚、美空军袭菲岛，毁敌机二百架。

辛、法国临时政府改组，戴高乐任主席。

９﹐１２（七，二五）

甲、湘桂路日军进犯广西全州。

乙、胡宗南派两军分援贵州广西。

丙、美第三舰队进攻菲律宾中部。

丁、蒋主席以昨今两日见闻，皆系无理强求，友邦部下均落井下石，而以罗斯福来电及参政

员谈话为最甚，日军正向桂林进攻，美人仍压迫不已，极愤慨。

戊、盟方与罗马尼亚签订停战协议。

９﹐１３（七，二六）

甲、湖南日军东路陷道县，西路自东安新宁陷资源，另枝围攻宝庆。

乙、新任农林部长盛世才自迪化抵重庆。

丙、中共代表告史迪威，共军应受其指挥。

９﹐１４（七，二七）

甲、滇西我军霍揆彰部克腾冲，歼敌军三千余人。

乙、日军陷广西全州，第九十三军长陈牧农不战而退。广东日军进陷广西怀集。

丙、史迪威到桂林（９﹐１５返重庆）。

丁、共军自河南孟津附近渡河，进向洛阳新安。

戊、蒋主席茶会招待各党派领袖及学者。

己、参政会通过改善兵役案。

庚、河南前粮政局长兼第十区（洛阳）专员李杏村以一千余万元之贪污案被扣押。

辛、太平洋美军分二路在帛琉岛及哈尔马里拉之摩罗泰岛登陆。

９﹐１５（七，二八）

甲、中国共产党代表林祖涵及中央代表政治部长张治中在参政会分别报告中共问题在西安重

庆商谈经过。

乙、参政会决议组织延安视察团，推冷遹、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为团员，返渝后

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

丙、滇西我军再克龙陵兴城。

丁、广东日军自开平陷新兴。

９﹐１６（七，二九）

甲、蒋主席兼行政院长在参政会报告军事外交经济（提早结束训政，增进中苏邦交，中共问

题以政治解决，第十八集团军可扩编为四军十二师，政治经济政策配合）。

乙、广东西江日军陷肇庆，南路自廉江侵入广西陆川北流境，北路自怀集陷信都。

丙、我空军第十一大队炸广西兴安敌，某副队长翁心翰死之。

丁、罗斯福电蒋主席，盼全力支持远征军作战，打通滇缅路，并早日予史迪威以指挥中国全

部军队、管制租借物资、装备及使用中共部队之权，否则取消租借法。

９﹐１７（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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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参政会决议（一）拥护蒋主席之报告，（二）建立统一的现代国防军，从速改善士兵生

活，（三）

财政部长不得兼银行董事长、总裁，（四）加强地方民意机构。

乙、监察院长于右任自成都回渝（离渝已半载）

。

丙、湘南日军陷永明江华。

丁、英军进入荷兰。

９﹐１８（八，二）

甲、史迪威将罗斯福来电面交蒋主席，以措词荒谬，置之不答。命赫尔利转告罗斯福，以此

举与美国民主立国历史相违，且为美国传统精神上之污点。

乙、滇西与缅北我军举行会师仪式。

丙、湘桂间日军逼兴安灌阳。广东我军克新兴。

丁、参政会决议（一）改善部队官兵生活及公教人员待遇。（二）从速加强中苏合作，组织

国民访苏团。（三）加强总动员工作。即闭会。

戊、印度洋英机袭苏门答腊。

己、俄芬停战协议成立，芬兰割地赔款。

９﹐１９（八，三）

甲、【中国民主政团】（成立于民国三十年十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为主席（内

部包括中国青年党左舜生、李璜，中国国家社会党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第三党章伯钧，

救国会沈钧儒、张申府，村治派梁漱溟，职业教育社黄炎培）。

乙、赫尔利请见蒋主席，被拒。

丙、信都南犯之日军进至梧州附近，自新兴西北进犯之日军陷云浮。

丁、湘桂边境我军克道县资源（道县旋又失）。

戊、美机袭澎湖群岛以南之日本护航队，沉轮船六艘。

己、各化学团体第一届联合年会在兰州举行。

９﹐２０（八，四）

甲、蒋主席饯别纳尔逊（赫尔利在座），请转告罗斯福，以下三事绝不接受商量：一、凡与

三民主义不合之事，二、有损中国主权之事，三、有损中国国格与个人人格之事。中国愿为

美国之友，亦愿虚心学习，但绝不能为美国之奴隶。

乙、日军陷梧州。

丙、浙江我军克永康。

丁、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以擅自放弃全州阵地，处死刑。

戊、准自费留学生等出国。

己、新闻检查尺度放宽。

庚、美机五百架大袭马尼剌，毁敌机二百余架，船只三十七艘。

９﹐２１（八，五）

甲、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声言中共不能服从国民党的【法西斯的政令】及【失败

主义的军令】，【绝不容许其统一】。欲谈军令政令统一，必须澈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

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政策，澈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

乙、伊宁哈萨克人受苏俄煽动，开始骚动，由俄方供给武器。

丙、美机再袭菲岛，两日内沉敌船一百零三艘，毁敌机四百零五架。

９﹐２２（八，六）

甲、史迪威向美参谋总长马歇尔报告，蒋介石不愿将中共及中国军队置于外人统率之下（史

主装备共军，归其指挥，并将防备共军之国军撤退，与共军共同开赴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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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广西日军陷容县，另支自全县陷灌阳。

丙、中美空军连日在湘桂豫境炸敌。

丁、英政府声明，在日本完全战败前，英军将不全体复员。

９﹐２３（八，七）

甲、美英大使与斯大林商共同对日作战事，不得要领。

乙、滇西我军克平戛。

丙、共军彭雪枫部连日与挺进军第二十四纵队战于江苏丰县，俘司令郝寿图。

丁、史迪威自请赴延安，劝说中共。

９﹐２４（八，八）

甲、广东日军自云浮陷罗定。

乙、美机约二百架袭菲律宾中部城市。

丙、美国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携在渝所商定计划返抵华盛顿（９﹐２１离重庆）。

丁、蒋主席告赫尔利，对史迪威已失去最后希望与信心，不能使其担任中国战区及中美联军

统率之重任。

９﹐２５（八，九）

甲、蒋主席致赫尔利备忘录，重申９﹐２０告纳尔逊三事，拒绝予史迪威以指挥全部中国军

队之重责，要求罗斯福派富有友谊与合作精神之美国将领接替其职务。

乙、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设置兵役部。

集）。 丙、广西金城江仓库爆炸，大火，损失奇重（该地湘桂难民

丁、伊朗首任驻华公使欧林沙抵重庆。

９﹐２６（八，一○）

甲、超级空中堡垒百架第三次炸辽宁鞍山，并炸大连、开封、洛阳。

乙、史迪威报告美参谋总长马歇尔，谓蒋介石无意作战事努力，彼已成为中国之统一及抗日

合作之主要障碍。

９﹐２７（八，一一）

甲、日军在福建连江登陆（明日陷连江）。

乙、美要求苏俄，共同在滨海省建立空军战略基地。

丙、盟军登陆阿尔巴尼亚。

丁、蒋主席告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熊式辉、张道藩、张厉生、梁寒操，决不为任何压

力动摇，绝不受外人干涉，凡引外人言论自扰者，罪浮于汉奸，此时言民主之人，另有作用。

９﹐２８（八，一二）

甲、丘吉尔在下院报告战局，谓美国虽以过分援助给予中国，该国仍遭受严重之军事挫败。

乙、湖南日军攻入宝庆。

丙、广西日军渡浔江陷丹竹机场。

丁、美军完全占领帛琉岛，歼日军九千七百余人。

９﹐２９（八，一三）

甲、美英中战后世界和平机构会议开幕，我代表顾维钧等出席。

乙、广西日军陷平南。

９﹐３０（八，一四）

甲、蒋主席以美国无理强制，国内讥笑，党内侮辱，为有生以来未有窘境，极痛愤。

乙、粤西我军克四会及罗定。

丙、中苏文化协会招待各界，赞助加强中苏邦交。

丁、美国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辞职。

１０﹐１（八，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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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湖南日军陷常宁。

乙、蒋主席告高思，史迪威必须召回。

１０﹐２（八，一六）

甲、军事委员会发言人驳辩９﹐２８丘吉尔之演说，谓中国全部军队所获美国援助甚微，其

实际数量不足供给英美军队一个师作战力量一星期之用。

乙、张治中不以蒋主席对史迪威事处置为然。

丙、湖南日军陷宝庆。

１０﹐３（八，一七）

甲、大公报社论对中国战局有所声辩。

乙、罗斯福谈对华供应，空运数量已增至每月二万吨，大部供给美国空军。

丙、重庆某美国租借行动专家谈，中国仅得英租借物资百分之二（不及五万万美元）。

丁、军政部订定改革征兵弊端办法六条。

戊、美机日夜连续猛炸湘桂敌运输船只及露营区。

己、美海军部宣布海军主要统帅曾会于旧金山。

庚、中共代表林祖涵致书张治中王世杰，坚持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民会议，承认敌后中共

军队及政权，方能议及合作条件。

１０﹐４（八，一八）

甲、广西日军陷藤县。

乙、中美空军轰炸由广西兴安进犯桂林之日军。

丙、新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抵迪化。

丁、各方鼓励智识青年从军。

戊、秘鲁大使贝多亚递国书。

己、日本玄洋社领袖头山满卒，年八十九。

１０﹐５（八，一九）

甲、日军再陷福州及闽江南岸长乐（１０﹐７克复）。

乙、王世杰认蒋主席处置史迪威事不妥。

丙、盟军登陆希腊。

１０﹐６（八，二○）

甲、临时中国空运大队成立。

乙、大公报社论要求盟军开辟亚洲第二战场。

１０﹐７（八，二一）

甲、美英中战后世界和平安全机构会议闭幕（顿巴敦橡树园会议）。

乙、蒋主席面告赫尔利，中国军队只知求国家之自由平等，及盟约之义务权利，不知有失败，

亦不见有强权与威胁。

丙、弃守广西平南之团长曹震及凌虐士兵之团长锺士铮等鎗决。

丁、巴县田赋管理处副处长李胤明因贪污鎗决（贪污近千万元）。

戊、盟机三千架猛炸德境。

己、成都少数学生要求成立联合政府。

１０﹐８（八，二二）

甲、俄人策动塔塔尔人法哈提暴动，陷巩哈。

乙、广西民团总指挥部成立。

丙、美共和党领袖威尔基卒。

１０﹐９（八，二三）

甲、蒋主席电罗斯福，要求召回史迪威（由孔祥熙面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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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派王宠惠为出席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代表。

丙、大公报再论开辟亚洲第二战场之重要。

丁、丘吉尔艾登抵莫斯科，与斯大林会商。

戊、美英苏中战后世界和平安全机构议案公布。

己、美空军广泛轰炸自黄河河曲迄广西丹竹之敌。

１０﹐１０（八，二四）

甲、国庆纪念，蒋主席广播，坚定信念，尽我任务，并申述军事形势，及指斥敌奸蜚言。

乙、史迪威之政治助理谢伟志致美国务院备忘录，谓美并不需要国民党，字句激烈，结论严

峻。

丙、中国民主同盟公布【抗战最后阶段政治主张】，主结束一党专政。

丁、广西日军陷岑溪。

戊、国防科学展览会在重庆开幕。

己、美航舰特种混合部队袭琉球，沉伤日船舰约四十余艘。

庚、周恩来在延安宣布要求改组政府及军队，成立联合政府，承认民选地方政府，及抗日部

队。

１０﹐１１（八，二五）

甲、美国大队空军炸吕宋。

乙、丘吉尔及美国特使哈里曼到莫斯科，商太平洋战事。

丙、任命保君建为驻秘鲁大使。

１０﹐１２（八，二六）

甲、美空军及驻华之超级空中堡垒约三百架大举炸台湾，毁日机二百二十一架，沉伤货船三

十五艘，并毁其机库汽油库。

乙、广西日军陷桂平，我守军全部战死。大溶江敌被我军击退。

丙、蒋主席电罗斯福，希望授赫尔利以较广泛权限及长期任务，以便请其斡旋国共问题。

１０﹐１３（八，二七）

甲、赫尔利电罗斯福，主召回史迪威，避免与蒋主席破裂。

乙、美空军继续炸台湾（约一千一百架）澎湖及吕宋。

丙、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拟就改善士兵待遇办法。

丁、联合国救济总署任命吉塞为中国分署主任。

戊、德军退出雅典。

１０﹐１４（八，二八）

甲、近卫文●之弟水谷川宫●自日本到上海，拟照开罗会议宣言与中国议和（先是水谷川奉

其兄命，与上海之何世桢联络，由何经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转重庆，重庆方面由王芃

生郑介民提出三条件，即天皇自掌政务，惩罚战犯，照开罗宣言投降。１０﹐１０何据以转

水谷川）。

乙、超级空中堡垒约五百余架续炸台湾冈山（四日以来沉伤日船舰二百余艘，毁日机五百余

架）。

丙、自本月十一日起，中央连日会议发动智识青年从军办法。

１０﹐１５（八，二九）

甲、台湾东海空战，日某航空队司令有马正文少将战死（日本开始使用【神风】或【特攻队】

之自杀飞机）。

乙、英舰队袭击印度洋尼科巴岛。

１０﹐１６（八，三○）

甲、超级空中堡垒再炸台湾冈山及屏东。第十四航空队亦配合出击，轰炸由台湾逃香港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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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舰。

乙、水谷川宫●离上海返东京（日本尚不肯无条件投降，重庆方面亦不允正式接洽）。

丙、熊式辉请蒋派彭泽湘赴桂林，邀李济琛来重庆。

１０﹐１７（九，一）

甲、斯大林告丘吉尔及哈里曼，俄军将来对日作战，须直接攻击北满及张家口、北平、天津。

乙、超级空中堡垒及舰上飞机继续猛炸台湾吕宋。

丙、日舰队在台湾东海面出现，旋即退走。

丁、美军进入菲律宾雷伊泰湾。

戊、广西我军克大溶江，兴安日军向西南进犯。

己、南开学校举行四十周年纪念。

１０﹐１８（九，二）

甲、罗斯福电蒋主席，决召回史迪威，拟以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总司令，印度

缅甸战区由索尔登为总司令。

乙、美海军炮击菲岛之雷伊泰湾沿岸，空军轰炸马尼剌。

丙、日本官方宣布海军中将村田、三边、三浦三人战死。

１０﹐１９（九，三）

甲、蒋主席电复罗斯福，同意其１０﹐１８建议。

乙、美空军炸菲律宾之宿雾、雷伊泰等岛。

丙、丘吉尔离莫斯科。

１０﹐２０（九，四）

甲、蒋主席召开军事会议，宣示罗斯福召回史迪威。

乙、美第六军在菲律宾之雷伊泰岛（即礼智岛）

登陆，西南亚总司令麦克阿瑟随军指挥，菲总统奥斯敏纳亦到达。

丙、莫斯科公报，英苏对解决波兰问题已获重大进展，对保、南二国政策，亦商得协议。

丁、美军攻占德境亚琛城。

戊、俄军攻占南斯拉夫首都。

１０﹐２１（九，五）

甲、军事委员会公布智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

乙、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离职回国（

此后美军方益轻视中国战场）。

丙、英海相宣布英舰队已东开。

丁、中共代表林祖涵、董必武再邀晤赫尔利（已晤二次）。

１０﹐２２（九，六）

甲、蒋委员长电陈纳德，赞许美空军与我地面部队密切合作。

乙、美军攻占雷伊泰首府塔克洛班。

１０﹐２３（九，七）

甲、中美英苏承认戴高乐之法国临时政府。

乙、中美混合机队炸河南境内之平汉铁路。

１０﹐２４（九，八）

甲、日本出动大批空军袭击雷伊泰湾之美船舰。

乙、日本舰队（七十艘）三支向菲律宾出动。

１０﹐２５（九，九）

甲、外国在华记者对蒋主席百般要挟侮蔑，甚至要求限期答复接见。蒋主席严词斥责，如干

涉内政，侵犯法律，必执法以绳；如不能忍受中国禁律，尽可离去。



- 1327 -

乙、美日海空军大战于菲律宾海面。日海军大败，沉战斗舰二艘，航空母舰四艘，巡洋舰六

艘。美损失航空母舰一艘，护航母舰二艘，驱逐舰二艘，驱逐护航舰一艘（美为第七舰队）。

丙、公布兵役部组织法（鹿锺麟任部长）。

丁、超级空中堡垒百架自中国基地猛袭日本九州岛大村。

戊、美空军在广西境内重创敌军。

１０﹐２６（九，一○）

甲、中美机队炸毁黄河铁桥。

乙、中国承认意大利政府。

丙、捷克驻华大使米诺夫递国书。

１０﹐２７（九，一一）

甲、中美机队袭荆门敌机场，击落敌机二十架。

乙、行政院电各级政府公务员应率先从军。

丙、前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卒于北平。

丁、日军向桂林外围进攻。

１０﹐２８（九，一二）四川公路局客车在内江南之邮亭覆翻，死伤二十余人。

１０﹐２９（九，一三）

甲、华盛顿发表史迪威解职召回，其原任之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分为两职，中国战区美军

总司令由魏德迈中将任之，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由索尔登中将任之；同时蒋委员长任命魏德

迈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索尔登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

乙、滇西我军总攻龙陵。

丙、广西日军陷钟山。

１０﹐３０（九，一四）

甲、缅北我军攻占八莫以北之苗提。

乙、广西日军陷灵川。

１０﹐３１（九，一五）

甲、日军渡过桂江，侵至桂林北郊。

乙、罗斯福总统谈话，谓史迪威之召回，纯系人事问题，不涉战略。并谓驻华大使高思亦表

示辞意（时美国舆论对华抨击甚力）。

丙、派张嘉璈、毛邦初为出席国际民用航空会议代表。

１１﹐１（九，一六）

甲、新任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到重庆。

乙、广西日军陷平乐。

丙、中国空运大队成立，美人勒恩少校任大队长。

丁、国际民用航空会议在芝加哥开幕，苏俄拒绝参加。

１１﹐２（九，一七）

甲、蒋主席对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一再诬诋，及美国广播亦受史迪威等之有计划宣传，决不

予声辩。

乙、康青公路完成，开始试车。

１１﹐３（九，一八）

甲、滇西我军再克龙陵。

乙、广西日军陷荔浦、贵县。

１１﹐４（九，一九）

甲、外交部长宋子文谈称，史迪威之召回仅为个人问题。

乙、李西被任为东南亚英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福拉塞为东方舰队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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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希腊本土全部解放。

１１﹐５（九，二○）

甲、日军猛攻桂林，突破我七星岩阵地。

乙、广西日军陷永福、修仁。

丙、罗卓英任智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

丁、著作人协会在渝成立。

戊、美空军炸新嘉坡。

１１﹐６（九，二一）

甲、斯大林于苏俄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纪念会演说，指斥日本为侵略国。

乙、广西日军陷武宣，并强渡柳江。

丙、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战后中国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１２﹐２９发表）。

１１﹐７（九，二二）

甲、美国大选（罗斯福与杜威竞争）。

乙、新疆哈萨克乱党围攻伊宁。

丙、赫尔利偕林祖涵自重庆到延安。

丁、广西日军陷中渡。

戊、美使馆职员谢伟志报告国务院，盛称中共军队。

１１﹐８（九，二三）

甲、罗斯福第四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乙、赫尔利与毛泽东两度晤谈，商定五项协议。

丙、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总司令魏德迈谈话，将以最有效方法援助中国。

丁、广西日军进至柳州北之东泉圩。另支陷榴江、雒容。

戊、交通部长曾养甫到柳州，调度物资难民内运（当日即离柳返贵阳）。

己、中美机队炸河南境内平汉路敌。

１１﹐９（九，二四）日军突入桂林市内。另支日军陷柳城，进攻柳州。

１１﹐１０（九，二五）

甲、俄军助伊宁乱党攻陷专员公署，新疆警务处副处长刘秉德被害。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

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艾力汗条热、艾青木拜支和加、波里诺夫、阿合买提江、赛福鼎、赖

希木江、阿巴索夫主之。

乙、赫尔利偕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自延安抵重庆（中共提出合作五原则，组织联合政府及联合

军事委员会，公平分配获自友邦之军事配备）。

丙、缅北我军攻克莫茂克。

丁、国际通商会议在纽约开幕（１１﹐１８闭幕）。

戊、汪兆铭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年六十二岁。

１１﹐１１（九，二六）

甲、桂林柳州失守（桂林工事坚强，粮弹充足，未经剧战即失守。师长阚维雍、参谋长陈济

桓等死之）

。

乙、成都学生游行请愿（地方军人、青年党及共产党操纵鼓动）。

丙、空中堡垒约八十架自中国炸九州岛及南京。

丁、大公报社评欢迎罗斯福总统来华，并望蒋主席访美。

１１﹐１２（九，二七）

甲、罗斯福密电蒋主席，如政府与北方部队（共军）有合作办法，当可早将中国境内日军驱

出，苏俄亦同此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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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孙中山诞辰，国民党举行五十周年纪念。

丙、知识青年从军开始报名。

丁、教导第三团从军青年千余人离渝赴蓉转往印度。

戊、陈公博继任南京之伪行政院长，代理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１１﹐１３（九，二八）

甲、柳州日军西陷三岔。

乙、缅北我军力攻八莫。

丙、黄金官价定为每两二万四千元。

１１﹐１４（九，二九）

甲、美大使高思辞职，离渝回国（高思近向政府报告，中共已成为中国最有朝气之力量，国

民党日趋解体，中共终将获胜。美应鼓励国民党改革自新，使在联合政府内成一主要力量。

此举如失败，应摆脱国民党之牵累与必将统治中国之共党合作，否则中共将受制于苏俄而成

其附庸）。

乙、中国承认叙利亚及黎巴嫩二国。

１１﹐１５（九，三○）

甲、广西宜山失守。

乙、美大使馆戴维思向国务院报告，主争取中共，组织中国联合政府，如蒋主席不能与中共

和谐，美应决定援助国民党或中共之态度。

丙、齐夫斯少将由印度调华，任美军供应部主任。

丁、社会部部长谷正纲自贵阳赴广西救济难民。

１１﹐１６（一○，一）

甲、兵役部成立，鹿锺麟任部长。

乙、战时生产局成立，翁文灏任局长，彭学沛任副局长。

丙、美总统代表纳尔逊偕专家多人二次抵渝。

丁、宜山日军西陷怀远镇。

戊、缅北我军（第三十八师）攻占八莫机场。

己、欧洲西线盟军发动冬季总攻。

１１﹐１７（一○，二）

甲、纳尔逊谒蒋主席。

乙、广西日军陷龙胜。

丙、日本寺内寿一之南方军总司令部自马尼剌撤往西贡。

１１﹐１８（一○，三）

甲、缅境我军攻入八莫市区。

乙、赫尔利询蒋主席以究为何事，拟与斯大林相见（本年九月，俄驻华武官罗逊〔申〕两次

请蒋经国转告蒋主席，谓斯大林欲与相见。蒋主席答以【史如有意，余亦乐从】。史即以告

美国驻俄大使哈里曼，谓蒋主席要求与史会晤，意在使美疑忌，离间中美关系），蒋主席即

将经过向赫尔利说明（时俄已借口新疆变乱，取销其前允美国汽车五百辆由俄来华之诺言，

对宋子文访俄事亦延展至明年二月）。

１１﹐１９（一○，四）

甲、滇西我军攻克芒市。

乙、宝庆以西之敌后退。

丙、印缅区美军总司令索尔登宣布中印间运油管工程在进行中。

丁、欧洲美军攻占麦次。

戊、社会部长谷正纲抵广西河池，即赴金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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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盟军突破莱茵防线。

１１﹐２０（一○，五）

甲、中央临时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常会分别决议，调整中央机关人事：（一）陈诚代何应

钦为军政部长，（二）俞鸿钧代孔祥熙为财政部长，（三）朱家骅代陈立夫为教育部长，（四）

张厉生为内政部长，（五）周锺岳为考试院副院长，（六）陈立夫、王世杰、梁寒操分任中央

党部组织、宣传、海外三部部长。

乙、马格鲁德少将被任为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陶斯被任为中国军队训练与作战司令。

丙、南京伪组织之监察院长梁逆鸿志改任伪立法院长。

１１﹐２１（一○，六）

甲、广西日军自宜山陷金城江。

乙、滇西我军克三台山、蛮旧等据点。

丙、超级空中堡垒约七十架炸九州岛之长崎大村，并击落日海军军机二十架。

丁、钱泰任驻法大使，徐谟任驻土耳其大使。

戊、英美对我中枢人事调动咸表欣慰。

１１﹐２２（一○，七）

甲、广西日军陷河池及南宁武鸣。

乙、国民政府拒绝中共五原则，另提三原则（改编中共武力为国军之一部，承认中共为合法

政党，中共应全力拥护抗战建国，政府依抗战建国纲领保障人民自由），即由赫尔利转达周

恩来。

丙、预备第七师副师长杜德孚自迪化飞伊宁，并调兵增援。

丁、翁文灏纳尔逊在记者招待会报告生产局组织与任务。

戊、日本以冈村宁次继 俊六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下村定任华北军最高指挥官，横山勇任

南部军司令官。

己、美舰队袭千岛松轮岛。

１１﹐２３（一○，八）

甲、滇西我军克毕家寨。

乙、魏德迈对记者谈，作战计划已由蒋委员长批准，在大陆上击败日军已有把握。

丙、美军攻克斯特拉斯堡。

１１﹐２４（一○，九）

甲、超级空中堡垒约七十架自塞班岛分十批炸东京之工业区，历二小时（大规模轰炸开始）。

乙、滇西我军攻克猛戛。

丙、美来华考察司法之海尔密克抵渝。

１１﹐２５（一○，一○）

甲、广西日军打通柳州至镇南关路线。

乙、增援雷伊泰岛之日船被美机炸沉，毙敌一万七千人。

１１﹐２６（一○，一一）

甲、广西日军自宜山进至黔边。

乙、罗斯福之私人代表孟斯菲尔抵重庆。

１１﹐２７（一○，一二）

甲、超级堡垒约四十架再自塞班炸东京，另队自印度炸曼谷。

乙、美俄商定在雅尔塔举行三巨头会议。

丙、行政院聘纳尔逊为高等经济顾问。

丁、胡宗南在重庆见蒋委员长。

１１﹐２８（一○，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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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广西日军陷南丹及黔边之黎明关。

乙、围攻八莫之我军攻占通往腊戍及密支那之公路。

１１﹐２９（一○，一四）

甲、广西我军退至贵州边境之六寨东方。

乙、滇西我军包围遮放。

丙、纳尔逊在参政会招待会致词，论生产供应之重要。

丁、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同意斯退汀纽斯继任国务卿，赫尔利少将任驻华大使（明日正式通

过）。

戊、联合国战犯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在重庆成立，王宠惠任主席。

己、超级堡垒第三次炸东京。

庚、日本最大之航空母舰【信浓】号（七万二千吨）在日本近海为美潜艇击沉。

１１﹐３０（一○，一五）

甲、超级堡垒续炸东京，发生大火。

乙、魏德迈谈战局，充实我军装备，局势必可好转。

丙、广西日军进犯黔桂交界之六寨。

丁、第七次增援雷伊泰岛之日军五千完全覆没。

戊、法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到莫斯科。

１２﹐１（一○，一六）

甲、黔南日军陷六寨，北犯黑石关，另支自黎明关陷三合（时美英联合参谋部已同意将在缅

甸北部之中国军队二师调回云南，增援贵州，以蒙巴顿抗议，忽告停止。是日蒋主席以局势

等于绝望，决定如日军继续深入，即放弃贵阳，固守乌江，以待各路部队之集中，再图反攻。

最后则坚守重庆，与此城共存亡）。

乙、日本以河边正三为中部军司令官。

丙、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成立。

１２﹐２（一○，一七）

甲、日军陷贵州独山。

乙、美战时情报局宣布，日军至少半数（二百万）被牵制于中国大陆。

１２﹐３（一○，一八）

甲、日军陷贵州八寨。

乙、超级空中堡垒第四次炸东京，飞机工厂着弹大火。

丙、中国空运大队正式宣布成立。

１２﹐４（一○，一九）

甲、国防最高会议议决以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

乙、贵州独山日军开始撤退。

丙、格鲁任美副国务卿。

１２﹐５（一○，二○）

甲、黔南我援军汤恩伯部克八寨，都匀连日大火。

乙、登陆雷伊泰岛美军达七师。

丙、雅典城内政府军及英军与左翼军开战。

１２﹐６（一○，二一）

甲、黔南我军克三合，独山日军全退。

乙、黔南我空军竟日出动助战。

丙、重庆发动劳军运动。

１２﹐７（一○，二二）



- 1332 -

甲、英国大使馆欲下撤退侨民命令，俄大使馆表示一致行动，经外交部负责保证安全，始允

暂不撤退。

乙、黔南我援军汤恩伯部自三合进克石板寨。

丙、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自重庆飞返延安。

丁、魏德迈声明中美合作，阻敌前进，对华援助将续增加。

戊、超级堡垒连炸东京及辽宁。

己、纳尔逊自中国到澳洲。

庚、国际民用航空会议闭幕。

１２﹐８（一○，二三）

甲、黔南我军收复独山及其南六十里之上司。

乙、周恩来自延安函赫尔利，不同意所商条件，亦不拟返重庆。

丙、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视事。

丁、美机炸硫磺岛及南京。

１２﹐９（一○，二四）

甲、黔南我军克下司。

乙、美机炸日本本州岛及东京，并炸太原炼钢厂。

１２﹐１０（一○，二五）

甲、贵州我军克六寨，黔境敌肃清。

乙、缅北我军第三十师击败猛烈反攻之敌军。

丙、菲岛美军攻占雷伊泰岛之奥克马，日守军全歼。

丁、苏法订立同盟互助协议。

戊、美机本日黄昏于二十五小时内第四次袭东京朝鲜。

己、英国宣布成立太平洋舰队，福拉塞任总司令。

庚、全国慰劳总会职员四百七十万元贪污案，判决处无期徒刑。

１２﹐１１（一○，二六）

甲、前守衡阳之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抵重庆。

乙、日本宣布自本年五月七日以来，日海军将领已阵亡七十三人，自五月二十三日以来，陆

军将领已阵亡十八人。

丙、盟机六千余架袭德境。

丁、赫尔利以政府对国共问题拟订有新方案电劝周恩来来重庆续商。

１２﹐１２（一○，二七）

甲、我军克广西南丹。

乙、连日美机袭击东京。

丙、美机击溃第九批增援雷伊泰岛之日军，覆灭五千人。

１２﹐１３（一○，二八）

甲、我军自南丹进克车河。

乙、美机四十架炸名古屋。

１２﹐１４（一○，二九）斯大林以参加对日作战条件面告美大使哈里曼（千岛、南库页岛

归俄，租借旅大及中东铁路，外蒙独立）。

１２﹐１５（一一，一）

甲、新任美大使赫尔利谈话，决与中国全力合作，击败公敌。

乙、缅北我军第三十八师克复八莫。

丙、美军在菲律宾群岛中之明多罗岛登陆。

１２﹐１６（一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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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周恩来自延安函复赫尔利，允暂不发表中共之五项原则，谈判主要难关，在于国民党无

意放弃一党专政，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乙、美飞行员三人在汉口被日军杀害。

１２﹐１７（一一，三）文化实业界领袖张伯苓、胡适、胡霖、蒋梦麟、于斌、林语堂、钱

永铭、吴蕴初、卢作孚等宣言，促盟国注意中国战局。

１２﹐１８（一一，四）

甲、设置善后救济善后督办总署，以蒋廷黻为督办。

乙、美机二百余架猛炸汉口、岳州，投弹千余吨。

丙、美机连炸名古屋。

丁、西线德军猛烈反攻，突破美第一军防线。

１２﹐１９（一一，五）

甲、美机约四十架自中国炸九州岛大村及上海南京。

乙、蒋委员长派胡宗南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１２﹐２０（一一，六）

甲、美机炸东京，发生大火。

乙、从军之智识青年开始入营。

丙、瑞典公使亚勒德递国书。

丁、王伯群卒，年六十岁。

１２﹐２１（一一，七）

甲、赫尔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来重庆，续商国共问题。

乙、美机炸沈阳大连。

１２﹐２２（一一，八）

甲、特任许世英为赈济委员会委员长。

乙、陪都各界黔桂前线将士慰劳团出发。

丙、粤东我军克揭阳。

丁、美机百架炸名古屋大阪等地。

戊、雷伊泰岛日军有组织之抵抗崩溃。

１２﹐２４（一一，一○）

甲、毛泽东电赫尔利，国民政府诚意不足，谈判在延安继续进行。

乙、美机炸济南，毁敌机三十八架。

丙、美舰炮击小笠原群岛，并空袭硫磺岛。

丁、西线美军对德军反攻。

１２﹐２５（一一，一一）

甲、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何应钦任总司令（辖四个方面军，第一卢汉，第二张发奎，第

三汤恩伯，第四王耀武，分驻云南、广西、贵州、湖南）。

乙、雷伊泰岛战事结束，日军被歼十一万三千余人。

丙、美机炸东京横滨静冈。

丁、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在重庆北涪开馆。

１２﹐２６（一一，一二）

甲、福建日军陷霞浦（１﹐３克复）。

乙、美舰续轰硫磺岛。

丙、美机连日炸马尼剌。

１２﹐２７（一一，一三）

甲、缅北我军克垒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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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美机大队炸东京。

１２﹐２８（一一，一四）

甲、周恩来函赫尔利，要求国民政府：一、先行释放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

承志等），二、撤退围困边区政府之军队及攻击新四军与华南抗日部队之国民党军队，三、

取消压迫及限制人民自由之法令，四、停止特务活动，以示对于统一民主之诚意。

乙、原任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马格鲁德被任为盟军中国战区副参谋长。

丙、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央设计局之战后经济建设通则（设计局副秘书长何廉起

草）。

１２﹐２９（一一，一五）美机炸日本本州岛南部。

１２﹐３０（一一，一六）

甲、何思源代牟中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乙、大公报发表，自湘桂迁出之四千吨机器，到贵阳者仅九十二吨。

丙、全国智识青年从军者已达十二万余人。

１２﹐３１（一一，一七）苏俄红军助哈萨克炮攻伊宁。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４５──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乙酉

１﹐１（一一，一八）

甲、蒋主席对全国广播充实战力，整军建军，彻底动员人力物力，并提早实施宪政，不待军

事结束即召开国民大会。

乙、蒋主席勉文武百僚，革新政治风气，配合军事，虚心博采舆论，以资攻错。

丙、大公报社评谓：【今年应为新生之年】。

丁、战时运输管制局成立，俞飞鹏任局长，龚学遂及美人麦克鲁任副局长。

戊、广西我军克思恩。

己、美机袭东京。

１﹐２（一一，一九）王懋功代韩德勤任江苏省主席。

１﹐３（一一，二○）

甲、滇西我军克畹町（１﹐５又失）。

乙、英军克复缅甸阿恰布。

丙、美巨机数十架炸大阪名古屋。

丁、美航舰飞机约五百架炸台湾琉球（两日共毁日机三百余架）及福州。

戊、美军登陆吕宋岛以南之马林杜格岛。

１﹐４（一一，二一）

甲、美国务卿斯退汀纽斯不满蒋主席之对中共态度。

乙、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商各党派参加政府事，主于行政院内设战时政务委员。

丙、日皇召集御前会议。

丁、美航舰飞机约四百架，续炸台湾琉球。

戊、土耳其对日本绝交。

１﹐５（一一，二二）美巨机四袭名古屋。

１﹐６（一一，二三）

甲、美舰队驶入吕宋仁牙因湾，并大举轰炸。



- 1335 -

乙、罗斯福致文国会阐明美国外交政策。

丙、自中国起飞之美巨机袭九州岛及南京。

丁、太平洋学会第九次会议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城开幕（中国代表为蒋梦麟等）。

１﹐７（一一，二四）

甲、赫尔利函毛泽东周恩来，国民政府有再作让步诚意，拟偕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赴延安一

行，依原则商就，毛周再来重庆完成协定。

乙、新宁伊宁遭苏俄红军猛攻，战斗惨烈。

１﹐８（一一，二五）

甲、中国国民党定于五月五日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乙、美大使赫尔利呈递国书。

１﹐９（一一，二六）

甲、美第七舰队协助第六军在吕宋仁牙因湾登陆。

乙、美机大举炸台湾，并炸东京。

丙、俞飞鹏代曾养甫为交通部长。后方勤务部改为后勤总司令部，直隶军政部，陈诚任总司

令。

丁、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成立，翁文灏纳尔逊为正副主席委员。

戊、法大使贝志高、比大使德尔福递国书。

１﹐１０（一一，二七）

甲、吕宋登陆美军深入二十英里，占仁牙因机场。

乙、缅北雷多公路自雷多至密支那段通车。

１﹐１１（一一，二八）

甲、毛泽东电复赫尔利，婉拒其再来延安，国是筹备会议应于重庆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

民主同盟及无党无派人士参加。

乙、美第三舰队袭击越南近海日舰队，沉创其四十余艘。

丙、美巨机炸马来新嘉坡。

１﹐１２（一一，二九）

甲、蒋主席电朱绍良，暂勿进攻伊犁，应确保迪化，对俄正设法交涉。

乙、中美混合空军炸武汉机场，毁敌机二十二架。

丙、美航舰飞机首次炸越南西贡金兰湾。

丁、政府通令发动大户献粮。

１﹐１３（一一，三○）英空军猛袭缅甸瓦城。

１﹐１４（一二，一）美巨机炸台湾及名古屋，第三舰队美机炸香港汕头厦门。

１﹐１５（一二，二）

甲、吴鼎昌任国民政府文官长。

乙、【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时局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开党派会议，筹开

正式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保障人民自由。

丙、缅境我军第三十师克服南坎。

丁、美机炸台湾及香港广州。

戊、周佛海任伪上海巿长。

１﹐１６（一二，三）

甲、新二军军长谢义锋进援伊犁，遭苏俄红军围攻于皮尔秦，失利后退。

乙、行政院以杨森继吴鼎昌为贵州省政府主席。

丙、美机炸河内及香港。

１﹐１７（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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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自成都起飞之巨机八十架炸台湾中部北部。

乙、美机炸上海。

丙、俄军攻占波兰华沙。

１﹐１８（一二，五）美巨机炸香港广州及台湾。

１﹐１９（一二，六）

甲、美巨机炸神户大阪（自马里亚纳起飞）。

乙、中国向苏俄提出关于新疆贸易与经济合作建议。

１﹐２０（一二，七）

甲、赫尔利以国民政府修正意见电告毛泽东，请即派周恩来或其它代表来渝商谈。

乙、粤北日军陷清远。

丙、中美机炸济南。

１﹐２１（一二，八）

甲、缅北我军攻占苗斯，畹町我军举行升旗礼，由何应钦主持。

乙、美机四百五十架炸台湾琉球。

丙、俄军攻入德境，西线阿登区德军亦溃退。

１﹐２２（一二，九）

甲、中印公路通车，第一批车三辆抵昆明。

乙、日本大本营决定将在华兵力重点布置于华东及华南沿海一带，防美军登陆。

丙、粤北日军陷英德，另支自北面侵入乐昌。

丁、中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蒋廷黻任署长。

１﹐２３（一二，一○）

甲、美参谋首长力主苏俄参加对日战争，以减轻美国生命之牺牲。

乙、美巨机七十余架炸本州岛名古屋。

丙、行政院决议调整税制，简化机构。

丁、浙江我军克瑞安。

１﹐２４（一二，一一）

甲、政府与中共第五次商谈开始，共党代表周恩来到渝，即与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及美大使

赫尔利相晤，要求召开党派会议，讨论改组政府，及施政纲领（毛泽东向赫尔利表示渠或周

恩来愿访美国，赫尔利未告罗斯福）。

乙、粤东日军登陆海丰。

１﹐２５（一二，一二）

甲、湘南日军陷柳州。

乙、美机炸北平。

１﹐２６（一二，一三）

甲、日军陷广东韶关。

乙、俄军渡过奥得河，西线盟军猛攻齐格菲防线。

１﹐２７（一二，一四）

甲、滇缅我军在芒友会师，中印公路完全贯通。

乙、美巨机六十架炸东京。

１﹐２８（一二，一五）

甲、蒋主席为中印公路开辟，对美广播，并定名为【史迪威公路】。

乙、宋代院长及索尔登将军在畹町欢迎首批运输队自印度进入国境（由美国皮可少将率领）。

丙、美太平洋舰队总部西迁关岛。

１﹐２９（一二，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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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赣西日军陷遂川（该地有机场）。

乙、西线美军攻入德境。

１﹐３０（一二，一七）美军登陆菲律宾巴丹半岛。

１﹐３１（一二，一八）

甲、苏俄红军及哈萨克人陷伊宁，预备第七师副师长杜德孚以下官兵四千余人死之。

乙、赫尔利报告国务院，已告中共，美国供应只予国民政府，对中共援助必须透过国民政府。

２﹐１（一二，一九）美巨机炸新嘉坡。

２﹐３（一二，二一）

甲、王世杰向赫尔利建议由政府邀请各政党代表及无党派之社会领袖，组织政治协商会议，

商讨政治军事问题。

乙、蒋委员长任龙云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为何应钦，总部设昆明，去年十二月成立）。

丙、美军攻入马尼剌。

２﹐４（一二，二二）

甲、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会于克里米亚之雅尔塔。

乙、赫尔利报告国务院，中国拟派宋子文赴莫斯科。

丙、赫尔利与蒋主席商谈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丁、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畅通，首批运输队抵昆明。

戊、自成都起飞之巨机炸神户。

己、美军克复马尼剌。

２﹐５（一二，二三）

甲、中国空运大队在昆明成立，美上校卜朗里任大队长。

乙、粤北我军克始兴。

丙、美机炸琉球及小笠原。

丁、西线盟军突破齐格菲防线。

２﹐６（一二，二四）

甲、江西日军陷赣州。

乙、美国务院电赫尔利，对中苏关系，应由中国自行决定，美不作主张或加劝告。

丙、【长远】轮在四川南溪沉没，死乘客三百余人。

２﹐７（一二，二五）湘南我军克良田。

２﹐８（一二，二六）罗斯福与斯大林商俄对日作战条件，斯大林要求大连及中东铁路。

２﹐１０（一二，二八）

甲、罗斯福再与斯大林商定苏俄对日作战条件。

乙、美巨机九十架炸本州岛。

丙、李宗仁任汉中行营主任，刘峙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王缵绪任重庆卫戍总司令。

丁、中国伊朗使节升为大使。

２﹐１１（一二，二九）雅尔塔会议结束，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发表联合声明，定于四

月二十五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并决定管制德国办法。另有秘密协议，苏联于德国投

降后二三个月，对日宣战，其条件为保存外蒙古现状，苏联恢复日俄战争所丧失权利（

归还南库页岛，大连为自由港，旅顺租于苏联，中东及南满路中苏共有，中国对满洲应保持

全部主权），千岛群岛割于苏联。上开关于外蒙古及东北诸事，由罗斯福征求蒋主席之同意，

并由苏联与中国订立友好同盟条约。

２﹐１２（一二，三○）美机炸南京。

２﹐１３（一，一）

甲、台湾革命同盟会宣言，重申归还祖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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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美机炸台湾。

丙、苏军攻占匈牙利京城布达佩斯。

２﹐１４（一，二）

甲、外交部声明，同意雅尔塔会议之决议，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请中国为邀请国之谘

商。

乙、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对外国记者说明半月来政府与共产党会谈，曾作主要让步（一、承

认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二、在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容纳共产党人员，三、为构成一种战时内阁

起见，在行政院内容纳共产党及其它政党代表，四、政府、共党，与美军代表组织三人联合

委员会，由美军代表任主席，以考虑改组共军及其给养问题），但为共党所拒绝。共党主召

开一各党派会议，政府允再召开一国共代表及各党派与无党派的领袖会议，考虑国民大会开

会前关于政治军事团结之过渡办法。

２﹐１５（一，三）

甲、中共代表周恩来发表声明，说明中共拒绝政府提议原因（驳昨日王世杰之谈话）：一、

共军移交政府，等于移交国民党；二、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不能结束，因之政府所谓让步，

无何意义。并指摘政府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之建议，拒绝召开党派会议，讨

论决定结束党治，改组政府，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之建议，仅允作为一种咨询会议。此外政府

复拒绝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活动，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要求。

乙、美巨机六十架炸名古屋。

丙、英美机数千架炸德累斯顿，助苏军进攻。

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远东委员会在澳洲集会，蒋廷黻主席。

戊、赫尔利告记者，美国支持中央政府，不援助中国个别组织。

２﹐１６（一，四）

甲、周恩来自重庆返延安。

乙、美机千余架大举炸东京区（自航舰起飞）达九小时。

丙、美军攻占菲律宾巴丹半岛。

２﹐１７（一，五）

甲、美航舰飞机千余架继续炸东京区（毁敌机五百架）。

乙、华盛顿邮报谴责中共拒绝国民政府对加强统一所作之让步。

丙、广东我军克翁源。

２﹐１８（一，六）美机猛炸硫磺岛。

２﹐１９（一，七）

甲、美大使赫尔利离重庆返国，报告国共合作问题。

乙、美军登陆硫磺岛，日军猛烈抵抗。

丙、美巨机百架炸东京。

２﹐２０（一，八）

甲、缅北我军占领新维。

乙、李济琛自梧州到广东罗镜，晤蔡廷锴（２﹐２４返梧州。３﹐１２一度遇刺）。

丙、重庆邹容路为窃电事发生斗殴，电力厂工人被枪击毙命。

２﹐２２（一，一○）

甲、缅北我军攻占南图。

乙、广西我军克蒙山。

丙、盟机九千架炸德。

丁、美军越过德境萨尔河。

戊、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所谓文化界之时局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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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一，一一）

甲、土耳其对德日宣战（雅尔塔会议之促迫）。

乙、江西我军克莲花。

丙、美巨机百三十架炸新嘉坡。

２﹐２４（一，一二）美军完全占领马尼剌。

２﹐２５（一，一三）

甲、美巨机二百架及航舰机一千六百架炸东京横滨区。

乙、湖南我军克平江。

２﹐２６（一，一四）

甲、军政部公布改善官兵生活办法。

乙、欧洲西线盟军四路猛攻。

２﹐２７（一，一五）

甲、美航舰机猛炸东京区。

乙、湖南我军克茶陵。

丙、行政院任董霖使荷兰，吴泽湘使智利。

２﹐２８（一，一六）

甲、美大使馆参赞艾哲逊电国务院，主联好中国共产党，免使投入苏俄怀抱，应以租借物资

交与中国共产党，迫使蒋介石为统一而让步（此为大使馆亲共职员戴维思、谢伟志等建议）。

乙、广西我军克龙胜。

丙、美军登陆巴拉旺岛（在吕宋婆罗洲间）。

３﹐１（一，一七）

甲、蒋主席在宪政促进会发表演说，决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国民，不

能还政于联合政府。并说明中共问题仍将寻求合理办法解决。

乙、罗斯福在国会讲述美英苏三国会议经过，谓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清除。

丙、美大队航舰机炸琉球，空袭逾十小时。

丁、江西我军克永新。

戊、汉中行营成立，李宗仁任主任（２﹐２０？

）。

３﹐２（一，一八）

甲、美国务院将２﹐２８艾哲逊之电报，送交罗斯福。

乙、美军完全占领硫磺岛之机场。

３﹐３（一，一九）美机猛炸琉球日船。

３﹐４（一，二○）

甲、美巨机二百五十架炸东京。

乙、美大使赫尔利及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抵华盛顿。

３﹐５（一，二一）美英苏中正式发出联合国会议请柬，定于４﹐２５在旧金山举行。

３﹐６（一，二二）美军占领德境科隆。

３﹐７（一，二三）

甲、广西我军克扶南。

乙、美机广炸华北铁路。

丙、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抵重庆（３﹐１１返印）。

丁、西线美军渡莱茵河。

３﹐８（一，二四）

甲、缅甸我军攻占腊戍，英印军攻入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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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主席接见蒙巴顿。

３﹐９（一，二五）

甲、周恩来分函赫尔利及王世杰，反对召开国民党一党控制之国民大会，此次参加旧金山会

议之中国代表团应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组成。

乙、美巨机三百架炸东京，投弹二千余吨（大火三日夜）。

丙、俄军渡过奥得河。

３﹐１０（一，二六）

甲、中印油管工程完成，长一千七百六十公里。

乙、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最近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谈话】，主召开一各党派及无党派之领

袖会议。

丙、行政院决议裁撤三十余机关，以期简化机构，促进效率。

丁、日军解除越南法越军警武装。

３﹐１１（一，二七）

甲、美巨机三百架炸名古屋，投燃烧弹两千吨。

乙、美军登陆菲律宾之民答那峨。

丙、江西我军克遂川。

丁、蒙巴顿离重庆返印度。

３﹐１２（一，二八）

甲、美巨机四十架炸新嘉坡。又二十架炸小笠原。

乙、俄军占领奥得河上之库斯特林。

３﹐１３（一，二九）

甲、美巨机三百架炸大阪，投燃烧弹二千三百吨。

乙、美机七十架炸台湾。

３﹐１４（二，一）

甲、党政军总检讨会议开幕（３﹐１７闭幕）。

乙、驻越南日军总司令任越南总督。

３﹐１５（二，二）太平洋美海军总司令尼米兹宣布硫磺岛战事胜利结束，军政府成立，尼

米兹就任总督（日军死亡约二万，美军为四千余人）。

３﹐１６（二，三）

甲、美巨机三百架再炸神户，投燃烧弹两千五百吨。

乙、缅境我军攻占西保。

丙、南京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缪斌到东京，晤日本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商谈中

（重庆）日和议。

３﹐１７（二，四）硫磺岛上日军完全歼灭。

３﹐１８（二，五）

甲、美航空母舰飞机一千四百架猛袭四国九州岛，达八小时。

乙、东京宣布除小学外，所有学校停办一年，动员学生从事生产。

丙、盟机千余架在柏林投弹三千吨。

丁、驻美大使魏道明电蒋主席，报告与罗斯福谈话内情，罗斯福谓斯大林要求三事：一、蒙

古主权当属中国，二、中东铁路由中俄美共营，三、旅顺由俄租借。

３﹐１９（二，六）美航舰飞机连续炸大阪神户区，重创日本之主力舰及航空母舰。巨机再

炸名古屋，投燃烧弹二千吨。

３﹐２０（二，七）

甲、英印军完全克复缅甸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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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美飞机炸日本海军基地吴港。

３﹐２１（二，八）

甲、豫南日军分由舞阳、叶县、鲁山南犯，鄂北日军由荆门北犯。

乙、日本众议院开会，政府提出紧急措置案，布置本土防御战。

丙、日首相小矶播讲战局，承认硫磺岛失陷，使情况严重，将在本土及大陆迎击盟军。

丁、莱茵河以西德军崩溃。

３﹐２２（二，九）

甲、鄂北日军陷自忠（宜城）。

乙、日首相小矶国昭召开最高指导会议，商中日和议（缪斌之活动）。

３﹐２３（二，一○）

甲、豫南日军陷南召。

乙、美航舰机二百余架袭琉球（明日续炸）。

丙、西线盟军大举强渡莱茵河，进攻鲁尔区。

３﹐２４（二，一一）

甲、豫南日军陷方城。

乙、美巨机二百二十五架猛炸名古屋。

丙、盟机一万四千架装载空运部队向鲁尔区降落。

３﹐２５（二，一二）

甲、美军一部登陆琉球之庆良间列岛。

乙、前美国物价统制局长韩德森抵重庆。

３﹐２６（二，一三）

甲、行政院发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代表团人员，宋子文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

魏道明、胡适、吴贻芳、李璜（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董必武（共产党）、胡霖为代

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３﹐２９府令发表）。

乙、豫南日军陷南阳。

丙、英太平洋舰队协同美舰攻琉球之先列岛，日本【神风】自杀飞机出动攻击，美舰颇有损

伤。

丁、日本东久迩亲王接见缪斌，商谈中日和议（缪斌自称可代表重庆）。

３﹐２７（二，一四）

甲、美海空军续攻琉球。

乙、美巨机百五十架炸九州岛，并于日本内海开始布雷。

３﹐２８（二，一五）

甲、美巨机继续袭九州岛。

乙、西线盟军猛进，德军总退却。

３﹐２９（二，一六）

甲、鄂北日军陷襄阳。

乙、第二届青年节，蒋主席发【告从军知识青年书】。

丙、本日起黄金官价改为每两三万五千元（原为二万元，事先消息泄漏）。

丁、美巨机再炸九州岛吴港。

３﹐３０（二，一七）

甲、日军自南阳进陷西峡口。

乙、美巨机百五十架炸东京。

丙、日本【翼赞政治会】解散，【大日本政治会】成立，南次郎任总裁。

丁、俄军攻占但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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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二，一八）

甲、美第五舰队（斯普鲁恩斯）轰击琉球，日海空军又出动。

乙、美巨机猛炸九州岛机场，并袭名古屋吴港。

丙、美军登陆琉球之神山岛、先列岛。

丁、豫西我军克伊阳。

４﹐１（二，一九）

甲、美军（第十军）主力于大琉球岛登陆。

乙、鄂北日军陷樊城。

丙、新疆哈萨克人占领塔城（７﹐３１？）。

４﹐２（二，二○）

甲、赫尔利在华盛顿谈话，美不以武器供给中国共产党。

乙、卫立煌就任中国陆军总部副总司令。

丙、豫西南日军陷淅川。

丁、美巨机二百架炸东京。

４﹐３（二，二一）

甲、赫尔利离华盛顿，取道伦敦莫斯科返重庆，与英俄商讨美国对华政策。

乙、美军切断琉球岛，日军抵抗加强。

丙、日外相重光葵、陆相杉山、海相米内谒天皇，反对经由缪斌进行对华和平（首相小矶颇

有意）。

丁、苏俄任彼得罗夫继潘友新为驻华大使。

戊、中美英俄代表在华盛顿商讨旧金山会议事宜。

己、徐道邻继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４﹐４（二，二二）美巨机三百架炸日本关东区之三工业城。

４﹐５（二，二三）

甲、苏俄宣布废止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之俄日中立条约。

乙、日本小矶内阁辞职，铃木贯太郎组阁。

丙、美国宣布以麦克阿瑟指挥太平洋区陆军，尼米兹指挥海军。

丁、中瑞（瑞典）新约在重庆签字。

４﹐６（二，二四）

甲、日本自杀飞机大队（神风特攻队）五百架自九州岛出动攻击琉球附近美舰。

乙、豫南内乡我军团歼日军。

丙、参政会请政府澈查黄金提价消息透漏案。

４﹐７（二，二五）

甲、琉球海战，日舰沉六艘（内有战斗舰太和号）。

乙、美巨机炸东京及名古屋之中岛，三菱飞机制造厂，由战斗机三百余架掩护（由硫磺岛起

飞）。

丙、日本为加强本土防御，以杉山元及 俊六分任陆军及陆军航空统帅，并任命各地军管区

司令多人。

丁、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赴美，出席旧金山会议。

４﹐８（二，二六）

甲、鄂北日军陷老河口。

乙、美巨机炸日本鹿屋。

４﹐９（二，二七）

甲、湘西宝庆日军西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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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东乡茂德任日本外务大臣。

丙、德袖珍战舰希尔上将号被英机炸沉。

４﹐１０（二，二八）

甲、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自美返抵重庆。

乙、欧洲西线美军占汉诺威。

４﹐１１（二，二九）

甲、欧洲西线美军攻占埃森抵马德堡，距柏林六十四哩。

乙、智利对日本宣战。

４﹐１２（三，一）

甲、美总统罗斯福以脑溢血逝世，年六十二岁，副总统杜鲁门继任。

乙、美巨机百五十架炸东京。

丙、日本【神风】自杀飞机连日出动四百二十架攻击琉球附近美舰。

丁、欧洲西线美军渡易北河，逼近柏林（以与苏方有谅解，未即入城）。

４﹐１３（三，二）

甲、美巨机四百架炸东京，凡四小时。

乙、蒋主席赴美军总部致唁罗斯福总统。

丙、宋子文抵华盛顿。

丁、鄂北我军克老河口。

４﹐１４（三，三）

甲、杜鲁门总统声明美外交政策不变，决完成故罗斯福总统事功。

乙、今日起，全国为罗斯福总统下半旗志哀三日。

丙、豫南我军克南召。

４﹐１５（三，四）

甲、美驻华大使赫尔利抵莫斯科，与斯大林莫洛托夫晤谈，斯大林表示无条件赞同美国对华

政策。

乙、西线德军开始大规模投降（八万余人）。

丙、俄军占领维也纳。

４﹐１６（三，五）

甲、杜鲁门总统在国会演说，加紧作战，德日必须无条件投降。

乙、重庆追悼罗斯福总统，蒋主席主祭。

丙、鄂北我军克襄阳。

丁、美巨机炸本州岛东京。

４﹐１７（三，六）

甲、日本大本营命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最精锐之四个师自华南调防上海附近及鲁

南，防美军登陆。

乙、豫西我军挫敌于内乡西峡口。

丙、美巨机八十架炸九州岛机场。

丁、赫尔利会晤斯大林，说明美国对华政策在支持蒋中正之领导，建一民主政府，统一所有

中国武力，以击败日本。斯大林力表赞同。

４﹐１８（三，七）

甲、日本外务大臣东乡令驻瑞典公使冈本季正中止由瑞典斡旋和平（拟仍经由苏俄）。

乙、鄂北我军克樊城。

丙、美巨机百架炸九州岛。

丁、吴铁城、朱家骅、王世杰、熊式辉、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商改造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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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９（三，八）

甲、宋子文晤美总统杜鲁门于白宫。

乙、美驻俄大使哈里曼与国务院远东司讨论赫尔利关于与斯大林晤谈报告认为过分乐观，将

来苏俄参加远东战争，必支持中共，甚或在东北、华北建立傀儡政府。

丙、欧洲西线美军占来比锡及纽伦堡。

４﹐２０（三，九）

甲、从军女青年入营。

乙、自黄河北岸南渡之共军王树声、皮定钧经登封临汝进犯伊阳鲁山。

丙、琉球本岛大战，日军猛烈抵抗。

丁、中共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证明毛泽东之【正确路线】）。

４﹐２１（三，一○）美机炸日本九州岛自杀性飞机基地。

４﹐２２（三，一一）

甲、俄军攻入柏林，美军占勃兰登堡。美军攻占琉球之伊江岛。

乙、广西我军克武鸣。

丙、湘南我军克永兴，湘西日军进至城步以西。

丁、美大使赫尔利返抵重庆。

４﹐２３（三，一二）

甲、美国务卿斯退汀纽斯训令赫尔利，谓斯大林之对华政策可随时修改，请切劝蒋介石及早

从事军事政治之统一，斯大林可予以支持。

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毛泽东讲【两个中国之命运】。

丙、第四届国民参政员发表（共二百九十人）。

丁、柏林城内巷战惨烈。

戊、美英俄三国外长会于华盛顿。

己、美巨机炸东京区及九州岛。

４﹐２４（三，一三）

甲、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讲【论联合政府】，抨击国民党。

乙、新四军克江苏阜宁，败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之第五军汪清瀚。

４﹐２５（三，一四）

甲、旧金山联合国会议开幕，出席四十六国代表。杜鲁门总统对大会播讲，谋永久和平。

乙、美俄两军会师柏林以南。美第三军攻入巴伐利亚。

丙、朱德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军事报告。

４﹐２６（三，一五）

甲、美英拒绝德国希姆莱之请降（以其未向苏俄提出）。

乙、美巨机二百五十架炸九州岛、四国。

丙、英军克缅甸东瓜。

４﹐２７（三，一六）

甲、旧金山会议通过由美英俄中四国轮任主席，并邀请白俄罗斯、乌克兰加入世界和平机构。

乙、湘西日军犯武冈。

４﹐２８（三，一七）美巨机炸四国、九州岛。

４﹐２９（三，一八）

甲、湘西日军进犯芷江。

乙、美巨机连续第四日炸九州岛。

丙、义境盟军攻入米兰，墨索里尼为义人鎗毙。

４﹐３０（三，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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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希特勒在柏林自杀。

乙、盟军登陆婆罗洲。

丙、美巨机连续第五日炸东京区及九州岛。

丁、旧金山会议通过邀请阿根廷与会（俄反对）

。

５﹐１（三，二○）

甲、德方宣布什特勒死于柏林，海军上将杜尼兹继任德国元首。

乙、斯大林发表文告，对德大战即将胜利结束，并涉及日本。

丙、日本以丰田副武为海军最高统帅。

５﹐２（三，二一）

甲、俄军完全占领柏林，义境德军全部投降。

乙、湘西我军（王耀武部）反攻。

丙、国军刘茂恩部败共军王树声皮定钧于河南伊阳。

丁、宋子文宴俄外长莫洛托夫（莫氏盼宋访俄）

。

戊、英军克仰光。

５﹐３（三，二二）

甲、大批巨机炸九州岛。日本【神风】自杀飞机连日攻击琉球附近美舰。

乙、豫西我军克内乡（旋又失）。

丙、汉堡德军投降，德境英俄军会师。

５﹐４（三，二三）

甲、蒋主席电贺美英法军攻克柏林。

乙、丹麦荷兰境内德军投降。

丙、美巨机炸神户。

５﹐５（三，二四）

甲、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

乙、美大使赫尔利得知２﹐２８艾哲逊电，极为震怒，要求国务院将艾哲逊、戴维思等调回。

丙、中印油管敷设完成。

丁、德境南部德军投降。

戊、英美拒绝与苏俄续谈波兰参与旧金山会议问题。

己、美巨机炸九州岛及吴港。

５﹐６（三，二五）

甲、日本宣布废弃德日义同盟条约，继续作战（一作５﹐１５）。

乙、湘西我军（王耀武部）克新宁，敌人对芷江攻势顿挫。

５﹐７（三，二六）

甲、德国无条件投降，即在艾森豪威尔总部签字。

乙、美陆军部宣布，欧洲美军将直开远东。

丙、美巨机猛炸九州岛机场。

５﹐８（三，二七）

甲、蒋主席播讲，要求盟邦全力攻日，并分电美英俄法领袖贺欧洲盟军之胜利。

乙、杜鲁门警告日本，盟军兵力即将东移，如不投降，即完全毁灭。

丙、丘吉尔宣称，将以全力击日。

丁、同盟国定今日为对德战争胜利日。

戊、豫南我军（胡宗南部）大破日军于西峡口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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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湘西我军总反攻。

庚、苏俄新任大使彼得罗夫呈递国书。

５﹐９（三，二八）

甲、以欧战胜利结束，今日起全国悬旗三日。

乙、湘西日军败退，何应钦偕美军作战司令马格鲁德到达。

丙、莫洛托夫离旧金山返俄，临行声言暴力根除前，战争即未结束。

５﹐１０（三，二九）

甲、湘西我军克宝榆公路之洞口。

乙、美巨机四百架炸九州岛。

５﹐１１（三，三○）

甲、闽境我军攻入福州。

乙、豫南王仲廉部再破敌于内乡西峡口，歼敌一千三百余人。

丙、湘西我军两路会于黄乔铺。

丁、浙江我军克嵊县。

戊、美巨机百五十架炸九州岛。

５﹐１２（四，一）湘西我军完全胜利，敌伤亡万人，我军约八千人。

５﹐１３（四，二）

甲、豫西民众自卫队袭共军韩钧部二千余人于伏牛山区。

乙、湘西我军攻抵宝庆西北之谷桥。

丙、美航舰机六百架猛炸九州岛。

５﹐１４（四，三）

甲、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国民大会定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

乙、美巨机五百架以三千五百吨燃烧弹投名古屋（凡一百六十五万枚）。航舰机续炸九州岛。

丙、日本作战指导最高委员会（首相，外、陆、海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连日会议（５

﹐１１起），商设法阻止苏俄参战，并打开和平途径。

丁、宋子文晤杜鲁门。

５﹐１５（四，四）

甲、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党章（刘少奇报告）。

乙、美机继续袭九州岛四国。

５﹐１６（四，五）

甲、国民党代表大会讨论政纲，辩论热烈。

乙、豫西陕县之敌四路西犯（策应西峡口之敌）

。

丙、释放韩籍俘虏，拨交韩国光复军。

丁、美军占领琉球首府那霸，空军猛炸日本九州岛机场。

戊、英舰在马六甲海峡击沉日巡洋舰一艘。

５﹐１７（四，六）

甲、豫西我军（胡宗南部）击退西犯日军。

乙、英驻华文化代表罗士培教授抵重庆。

５﹐１８（四，七）

甲、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政纲政策，保全领土及行政权之完整，中俄友好合作。

乙、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取销军队党部，学校党部，

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后方各县巿参议会依法选举，制定政治结社法。

丙、美巨机一百五十架炸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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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蒋委员长嘉奖豫南之捷之有功将士（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

令王仲廉）

。

戊、我军收复福州。

５﹐１９（四，八）

甲、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土地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选举中央委员四百六十名，执行委

员二百二十二名，候补九十名，监察一百零四名，候补四十四名（由总裁提出）。

乙、福建我军克长乐。

丙、美巨机三百架炸本州岛之工业城巿，菲岛美机炸基隆。

５﹐２０（四，九）

甲、广西我军克复河池贵县。

乙、福建我军克马尾。

丙、新疆哈萨克乱民攻承化。

５﹐２１（四，一○）

甲、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发表宣言，消灭敌寇，实施宪政，改善民生。

乙、广西我军克金城江。

５﹐２２（四，一一）

甲、美总统杜鲁门重申击溃日本决心，并将增加对华供应。

乙、福建我军克连江。

丙、豫西我军败日军于陕县西南。

丁、蒋主席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谓中共意在消灭国民党，非使中共服从军令政令，

决难与谋。

５﹐２３（四，一二）

甲、广西我军克思恩。

乙、美巨机二百架炸东京。

丙、英联合政府因工党退出解体，丘吉尔受命再组阁。

丁、蒋主席电命宋子文面告杜鲁门，反对苏俄租借旅顺。

５﹐２４（四，一三）

甲、美巨机五百五十架炸东京，投燃烧弹七十万枚，约四千五百吨（宫殿一部被毁）。又一

百八十架炸九州岛。

乙、盟国欧洲远征军总部宣告德国杜尼兹政府结束。

丙、张群、吴铁城、熊式辉商定今后政治活动的态度，加强联络陈诚、朱家骅、张治中、白

崇禧、王世杰，筹集基金一千万元（交何廉经放），创办刊物，成立组织一行动组（５﹐３

１又商定一千万元，半数由卢作孚任之）。

５﹐２５（四，一四）

甲、美巨机五百架再炸东京，投燃烧弹四千吨，一片火海。

乙、豫西我军败日军于陕县以南，毙敌三千余人。福建我军克罗源。

５﹐２６（四，一五）

甲、美特使霍浦金斯与斯大林谈对日作战及中国问题。斯大林谓８﹐８俄军将进攻满洲，但

须视中国是否接受雅尔塔协议而定。

乙、东京中心区被炸为焦土，铃木召开临时阁议，商善后。

丙、旧金山会议通过安全理事会实施办法。

５﹐２７（四，一六）

甲、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克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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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豫西内乡西峡口我军再捷。

丙、福建我军克宁德。

丁、海尔赛统率之第三舰队重返西太平洋。

戊、重庆巿长贺耀组发表【中美社交观念之澄清】（时中国妇女与美军交际者，人呼为【吉

普女郎】以讽刺之）。

５﹐２８（四，一七）

甲、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

乙、广西我军克蒙山。

丙、日自杀飞机（特攻队）袭美舰队，炸沉驱逐舰一艘。

丁、郭沫若、丁燮林（西林）接苏联大使馆函，邀往参加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年纪念大会。

５﹐２９（四，一八）

甲、巨机五百余架袭横滨，投燃烧弹三千二百吨。

乙、日本以小泽治三郎继丰田为海军总司令长官兼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丙、豫西陕县敌退至原阵地。

丁、中荷新约在英签字，荷放弃在华特权。

５﹐３０（四，一九）

甲、国民党一中全会通过（一）设抗战官兵复员安置筹备会，（

二）确定工业建设纲领，（三）水利建设纲领。

乙、广西我军克宾阳及绥渌。

丙、我空军出击南京。

５﹐３１（四，二○）

甲、国民党一中全会决议（一）国民大会未决问题由中央常会处理。（二）选于右任、居正、

孙科、陈果夫、戴传贤、陈诚、何应钦、叶楚伧、宋子文、吴铁城、邹鲁、丁惟汾、冯玉祥、

陈布雷、李文范、潘公展、张厉生、朱家骅、张治中、程潜、白崇禧、陈立夫、段锡朋、张

道藩、陈济棠等二十五人为中央常务委员。

（三）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即闭幕）。

乙、中共七代大会通过毛泽东之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于实际工作中实现其所提出之

任务。

丙、蒋委员长嘉奖豫西将士胡宗南及副总司令裴昌会马法五等。

丁、魏德迈谈话，对战局乐观，称赞我军作战能力及中美合作。

戊、叙利亚法军攻大马士革，英国正式制止。

６﹐１（四，二一）

甲、美总统杜鲁门对国会特别咨文，声明日寇必须无条件投降。

乙、日外务大臣东乡茂德令佐藤尚武设法强化日俄外交谈判（６﹐８佐藤复以已不可能）。

丙、美巨机四百五十架（由战斗机百五十架掩护）火攻大阪，投燃烧弹三千二百吨。

丁、我空军再袭汉口。

戊、广西我军克迁江。

己、粮食部田赋署成立。

６﹐２（四，二二）

甲、参政员褚辅成左舜生王云五等七人电毛泽东周恩来，盼继续团结商谈。

乙、广西我军克罗城、融县。

丙、美军完全占领琉球首里。

丁、美航舰机炸九州岛机场。

６﹐３（四，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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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首相铃木请广田弘毅密商俄使马立克，请俄斡旋和平（翌日广田晤马立克）。

乙、美航舰机续炸九州岛。

丙、菲岛美机炸台湾高雄。

丁、福建我军克霞浦，广西克藤县。

６﹐４（四，二四）

甲、广西我军克来宾。

乙、魏德迈宣布美军两团开抵中国。

６﹐５（四，二五）

甲、美巨机五百架火攻神户，投燃烧弹三千吨。

乙、菲岛美机猛炸台湾宜兰。

丙、美英俄法签订占领德国协议，四国共同管理。

６﹐６（四，二六）

甲、美司法部宣布，联邦调查局谓前美驻华大使馆秘书索菲斯等三人窃探秘密文件，并藉美

亚杂志，攻击国民党及美对华政策，主张支持中共，渠等曾游延安，已予逮捕。

乙、广西我军攻占越南重庆府（明日又退出）。

丙、巴西对日本宣战。

丁、琉球本岛日军主力消灭。

戊、工程师学会举行第十三届年会（６﹐９闭会）。

６﹐７（四，二七）

甲、巨机四百架，战斗机一百五十架二次火攻大阪，投燃烧弹二千五百吨。

乙、广西我军克柳州西南大塘圩。

丙、旧金山会议【否决权】问题解决。

６﹐８（四，二八）

甲、广西我军克龙川及思乐。

乙、美机二百架炸九州岛之日本自杀性机场。

６﹐９（四，二九）

甲、美总统杜鲁门约晤宋子文，告以雅尔塔协议（宋表示不能同意）。并训令赫尔利将该协

定告知蒋主席。

乙、浙江我军克平阳。

丙、广西我军克百寿、明江、宁明，广东克河源。

丁、美巨机百五十架炸九州岛三工业城。

戊、日本御前会议，决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完成战争。

６﹐１０（五，一）

甲、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四十四名，候补三十三名。

乙、拉铁摩尔函美总统，促请修改援助蒋介石之政策。

丙、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克广西宜山。

丁、美巨机三百架炸本州岛（东京关东神阪）。

戊、澳军登陆婆罗洲。

己、后勤部部附黄耀等贪污枪决。

６﹐１１（五，二）

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毛泽东讲【愚公移山】，即闭幕。

乙、日军反攻宜山，我军撤退。

丙、艾森豪威尔宣布欧洲美军神速东调。

丁、政府提高金价，每两五万元（战前约为一百二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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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五，三）

甲、美机续袭九州岛机场。

乙、蒋委员长接见俄大使彼得罗夫，反对苏俄租借旅顺大连及外蒙独立（６﹐１６再度表示）。

６﹐１３（五，四）

甲、浙江我军克瑞安。

乙、重庆真性霍乱流行。

６﹐１４（五，五）

甲、杜鲁门面告宋子文，谓斯大林表示愿美助华复兴，苏俄无领土野心，蒋介石为中国唯一

领袖（霍浦金斯亦告宋，斯大林准备支持蒋及其政府）。

乙、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再克宜山。

丙、粤赣边敌陷龙南、定南。

６﹐１５（五，六）

甲、英政府发表印度新政治方案（明日释放尼赫鲁）。

乙、美大使赫尔利将雅尔塔协议通知蒋主席，促与苏俄成立谅解。

丙、美巨机五百二十架炸大阪，投燃烧弹三千吨（是日为巨机袭日本之周年纪念日，此一年

共七十七次）。

丁、日本外相东乡茂德与枢密院长木户幸一商谈对苏关系及加速结束战争问题。

６﹐１６（五，七）赣南我军克定南。

６﹐１７（五，八）

甲、张发奎、汤恩伯之第二、第三方面军两路进攻柳州。

乙、宋子文自美返抵重庆。

６﹐１８（五，九）

甲、浙江我军克温州。

乙、毛泽东周恩来电复褚辅成等七人，拒来重庆。

丙、日本作战指挥最高委员会会议，外相东乡茂德主再商请苏俄谋求和平。

丁、美巨机四百五十架炸九州岛之大牟田、鹿儿岛，本州岛之滨松、四日巿，投弹三千吨。

戊、美第十军军长巴克纳在琉球阵亡（９﹐２史迪威继）。

６﹐１９（五，一○）日外相东乡茂德访广田弘毅，请其与苏俄大使马立克谈判，由苏俄调

停战事。

６﹐２０（五，一一）

甲、延安广播，中共不参加七月七日之参政会及国民大会。

乙、宋子文自美返抵重庆。

丙、美巨机四百五十架火攻静冈、丰桥、福冈。

丁、新疆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发表。

６﹐２１（五，一二）

甲、美军占领琉球，毙俘日军九万二千人（美军登陆迄今共八十二日）。

乙、日军在柳州城内纵火。

丙、旧金山会议完成【世界宪章】。

丁、新四军粟裕袭击国军第五十二师于浙西天目山。

６﹐２２（五，一三）

甲、日皇召开会议，商结束战争。

乙、美巨机四百五十架炸本州岛，投燃烧弹三千吨。

丙、广西我军克桂平。

丁、魏德迈到绥远陕坝视察傅作义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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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美机猛炸台北基隆。

６﹐２３（五，一四）

甲、广西我军克平南。

乙、新四军粟裕袭击国军第七十九师于浙西孝丰。

６﹐２４（五，一五）

甲、东京俄使马立克询广田弘毅以调停战争代价。日拟帕特使赴俄。

乙、美陆军航空总司令安诺德在琉球宣布，轰炸日本今秋将达最高峰。

丙、广西我军再度攻占越边重庆府。

６﹐２５（五，一六）

甲、行政院长宋子文就职，蒋梦麟任秘书长。

乙、本日起黄金存款暂停。

丙、魏德迈到西安视察胡宗南部队。

丁、进攻柳州之张发奎汤恩伯克南站。

戊、豫西共军王树声败国军于登封，攻占大冶寨。

己、郭沫若到莫斯科（６﹐９离重庆，取道印度。丁燮林于６﹐２９到）。

６﹐２６（五，一七）

甲、旧金山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并签字，杜鲁门莅会演说（即闭幕）。

乙、蒋主席接见俄大使彼得罗夫，谈宋子文赴俄商订中苏条约事，并说明中国立场。

丙、美巨机五百架分向日本飞机工业十处，投弹三千吨。

丁、魏德迈在西安举行参谋会议（６﹐２８返渝）。

戊、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设 G─５处。

己、行政院决议：一、湖南省政府改组，吴奇伟继薛岳为主席。二、河北省政府改组，孙连

仲继马法五为主席（孙兼任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蔚如继任第六战区长官）。三、周览（鲠生）

继王星拱为武汉大学校长。

庚、浙江我军克黄岩。

６﹐２７（五，一八）

甲、宋子文自重庆赴莫斯科，俄大使彼得罗夫及沈鸿烈、蒋经国、胡世泽等同行。

乙、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等访美大使赫尔利，商国共问题。

丙、联合国筹备委员会成立。

丁、美国务卿斯退汀纽斯辞职，改任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

戊、美机续炸名古屋附近。

６﹐２８（五，一九）

甲、蒋主席招待外国记者，对盟军与中国合作情形甚满意，并称道魏德迈赫尔利之贡献。

乙、中共代表王若飞访美大使赫尔利，请国民政府接受去年１２﹐２１之四项提议。

丙、美国记者团抵重庆。

丁、赣南我军克复龙南虔南。

戊、波兰之统一新政府组成。

己、吕宋岛北部战事结束。

６﹐２９（五，二○）

甲、美机五百架炸佐世保、冈山、门司、延冈，投燃烧弹三千吨。

乙、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克柳州。

丙、浙江我军克临海。

丁、广田弘毅晤苏俄大使马立克（同时由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在莫斯科进行）。

６﹐３０（五，二一）



- 1352 -

甲、宋子文到莫斯科，即晤斯大林、莫洛托夫。

乙、重庆地方法院宣判前直接税署长高秉坊死刑。

丙、广东我军克廉江。

丁、贝尔纳斯继任美国务卿。

７﹐１（五，二二）

甲、参政员褚辅成、傅斯年、左舜生、黄炎培、冷遹、章伯钧自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

迎于机场（７﹐５回渝，携回中共意见五款）。

乙、浙江我军克天台。

丙、黄金提价泄漏消息案提起公诉。

丁、美机连日袭九州岛。

７﹐２（五，二三）

甲、宋子文再晤斯大林，斯大林坚持外蒙独立。

乙、美机六百架火攻吴港、下关、宇部、熊本四城，投燃烧弹四千吨。

丙、褚辅成、傅斯年等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祖涵、张闻天、叶剑英、王若

飞、任弼时会谈。

丁、广西我军克藤县都城，广东克化县。

戊、赣南我军克信丰。

７﹐３（五，二四）

甲、日本元老重臣议定请天皇促内阁断然进行经由苏俄谋和案。

乙、拉铁摩尔面劝杜鲁门，中国应建立联合政府，中共须掌握政府实权。

丙、军委会裁撤各省绥靖公署。

丁、美机百架炸九州岛及台湾。

戊、广西我军克凭祥。

７﹐４（五，二五）

甲、毛泽东告左舜生、章伯钧，决与蒋委员长并立，不惜与美一战，先赶走赫尔利。

乙、宋子文晤苏俄主席加里宁。

丙、美机五百架分四路火攻四国、本州岛之四大工业城（德岛、高松、高知、姬路），投燃

烧弹三千吨。

７﹐５（五，二六）

甲、褚辅成等自延安返重庆，携回中共两项要求，取消１１﹐１２召开国民大会之议，召集

政治协商会议。

乙、广西我军克镇南关。

丙、浙江我军克浦江。

丁、美机百二十架炸日本千叶茨城。

戊、麦克阿瑟宣布菲律宾群岛全部解放，歼灭日军二十三个师团。

己、美国陆军部宣布成立太平洋战略航空队，史巴茨任总司令。

庚、中国承认波兰新政府。

７﹐６（五，二七）

甲、蒋主席电宋子文，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共割据，不鼓励新疆

叛乱，中国愿于抗日胜利后，自动提出外蒙独立案，否则相机中止交涉。

乙、美机续炸日本。

丙、前兵役署长程泽润鎗决。

丁、教育部宣布各大学师范学院改变办法（仅保留教育体育两系）。

７﹐７（五，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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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抗战八周年蒋主席对军民广播，容忍、谅解、团结、奋斗，求取独立统一，迎接胜利。

乙、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之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秘密到河南周家口晤第七战区

副司令长官何柱国及何应钦，何应钦告以中国愿居间代日本向英美进行停战（冈村报告东京

反应）。

丙、日本天皇面谕首相铃木经由苏俄进行和议。

丁、宋子文与斯大林第三次晤谈，争辩外蒙问题颇烈，并晤美大使哈里曼。

戊、美巨机六百架，战斗机四百五十架炸日本工业区，投弹四千吨。

己、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会。

庚、广西我军克雒城。

辛、赣南我军克大庾。

壬、挪威对日本宣战。

癸、中英缔订彼此领土内军队人员管辖协议。

７﹐８（五，二九）

甲、日外相东乡茂德商请近卫文●出使苏俄，进行停战。

乙、美机百五十架续炸日本工业区。

丙、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函魏德迈请辞。

丁、孔祥熙自美回抵重庆（为营救高秉坊）。

７﹐９（六，一）

甲、宋子文斯大林第四次晤谈，宋要求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行政完整，不以军械接济新疆叛

党，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史大致同意（中国不再争外蒙问题）。

乙、美第三艦隊飛機千餘架炸東京，另五百餘架炸本州之岐阜、仙臺、和歌山、四日巿、

城（均工業城），投彈三千五百噸。

丙、杜鲁门自美赴欧。

丁、广西我军克中渡。

７﹐１０（六，二）

甲、美机续炸东京，第三舰队控制日本近海。

乙、江西我军克南康。

丙、墨西哥首任大使易斯加兰特呈递国书。

丁、毛泽东抨击赫尔利与蒋中正相结。

７﹐１１（六，三）

甲、宋子文斯大林第五次晤谈。斯大林声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后，进入东三省之苏军准于日

本投降后三个月内撤退。

乙、陈纳德宣布敌机已被逐出中国。

丙、美机一百五十架炸九州岛。

７﹐１２（六，四）

甲、宋子文与斯大林第六次晤谈，并再晤美大使哈里曼。

乙、日皇召见近卫文●命赴莫斯科请俄调停。外相东乡即电驻俄日使佐藤（俄表示冷淡，佐

藤电东乡主对盟军投降，反对苏俄斡旋）。

丙、江西我军攻入赣县。

丁、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到菲岛晤麦克阿瑟。

７﹐１３（六，五）

甲、斯大林欢宴宋子文。

乙、日本正式请苏俄斡旋和平，苏俄外长莫洛托夫拒晤日本大使佐藤尚武。

丙、绥远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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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机五百五十架炸宇和岛、宇都宫等地，投弹三千吨。日本自承昼夜空袭已成事实。

７﹐１４（六，六）

甲、中俄在莫斯科发表公报，宋子文斯大林谈判情形友好，因斯大林赴柏林开会，宋子文暂

返重庆，不久续谈。

乙、美舰队炮轰日本本州岛东岸釜石，航舰飞机初次炸北海道。

丙、意大利对日本宣战。

丁、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辞职（不满于新任中国战区航空司令斯特拉特梅耶）。

７﹐１５（六，七）

甲、陕北共军煽动淳化保安队叛乱，进占方里镇。

乙、美舰队炮轰北海道室兰港，飞机七百架继续大炸。

丙、宋子文偕彼得罗夫蒋经国抵重庆。

７﹐１６（六，八）

甲、陕北共军占淳化。

乙、原子炸弹在美国新墨西哥沙漠举行试验。

丙、日首相铃木在地方总监会议致词，谓空袭激化，损害重大。

丁、广西我军克荔浦，湖南克益阳。

戊、美巨机炸本州岛下松炼油厂起火。

己、中国战区美陆军航空司令斯特拉特梅耶到重庆就职（第十航空队亦自印来华）。

庚、参政会议电陈纳德慰谢。

７﹐１７（六，九）

甲、杜鲁门、斯大林、丘吉尔会于柏林附近之波茨坦，三国外长及参谋总长均参加，商苏联

加入对日作战问题，斯大林主先由中俄成立协议（英工党首领阿特里及东南亚盟军统帅蒙巴

顿亦参加）。

乙、美巨机五百架炸日本沼津、平冢、桑名、大分。

丙、美第三舰队及英舰队第三次炮轰东京区，舰上飞机一千五百架出动。

丁、美尼米兹元帅广播对日战局已入新阶段，敌本土已遭海空军严密封锁。

戊、宋子文自莫斯科返抵重庆，俄大使彼得罗夫同行。

己、行政院拨款六亿元救济陕甘豫晋灾。

庚、参政会通过日本天皇为战争罪犯。

７﹐１８（六，一○）

甲、苏俄拒绝日本专使近卫文●前来。

乙、美航舰飞机再袭东京区。

丙、美机百架炸上海（自昨日开始）。

７﹐１９（六，一一）

甲、参政会决议国民大会日期请政府酌定，召集前继续求取统一团结。

乙、广西我军克良丰。

丙、江西敌自遂川北陷万安。

７﹐２０（六，一二）

甲、宋子文在参政会报告内政外交，谓至迟明春日本将投降，政府机构须澈底调整。

乙、杜鲁门在柏林演说，美国为全世界和平与繁荣作战，不愿获得一寸土地，一分货财。

丙、美机六百架炸本州岛之铫子、福井、冈崎、日立，投弹四千吨（横贯三百英里地区大火）。

丁、广西我军进攻桂林外围。

戊、大队美机再炸上海。

己、闽南日军陷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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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北碚复旦大学渡船沉覆，遇难学生乘客十余人。

７﹐２１（六，一三）

甲、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派兵（暂编第五十九军骑兵第二师）驱逐进占淳化之共军（所

谓【淳化事件】）。

乙、江西日军陷吉水。

丙、日外相东乡训令驻苏大使佐藤，决不无条件投降，惟愿借重苏俄将战争从速结束。

丁、苏俄红军及伊宁乱党进犯塔城。

７﹐２２（六，一四）

甲、太平洋美陆海空军统帅会于关岛，决定各人之指挥权。

乙、广西我军克百寿。

丙、美巨机一百七十架炸本州岛宇部。

丁、美机三百余架袭上海，沉伤敌舰多艘。

７﹐２３（六，一五）

甲、江西日军陷泰和（省政府所在地）。

乙、粤北我军克南雄。

丙、美第三舰队在东京湾口毁敌舰四艘。

丁、朱德彭德怀电蒋委员长及胡宗南，制止淳化冲突（胡部明日收复通润镇后，即未再进）。

７﹐２４（六，一六）

甲、美第三舰队对吴港发动海空攻击（飞机千余架），毁伤敌主力舰三，巡洋舰五，航舰六。

乙、美机六百架炸名古屋，大阪工业区，投弹四千吨。

丙、美机二百五十架袭上海旧租界。

丁、越南日军再陷镇南关凭祥（７﹐２６再克凭祥）。

戊、广西我军克阳朔。

７﹐２５（六，一七）

甲、美第三舰队海空军继续进攻沿神户至吴港之内海。

乙、广西我军克永福。

丙、江西我军克万安。

丁、裁撤赈济委员会。

戊、俞鸿钧继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任四联总处副主席。

己、美军总部宣布中美合作设立【军政府学校】

。

庚、丘吉尔返伦敦，波茨坦会议暂停。

辛、新疆哈萨克乱党达里汗、乌思满围攻承化。

７﹐２６（六，一八）

甲、美英中三国联合在波茨坦对日本公告，命无条件投降，否则毁灭，三国武力受所有联合

国支持（主要条件：占领日本迄其自新，实施开罗宣言，完全解除武装，摧毁作战工业，裁

判战罪人犯）。

乙、日本天皇昭和告木户幸一，谓若最坏之结果来临，则已准备听命。

丙、共军贺龙徐向前等通电（为淳化事件）攻击胡宗南。

丁、广西我军克义宁，广东克始兴。

戊、美机二百架炸神户大阪。

己、英国总选举工党胜利，丘吉尔辞职，阿特里奉命组阁。

７﹐２７（六，一九）

甲、汤恩伯部克桂林。



- 1356 -

乙、日本御前会议，宣告将进行大东亚战争到底，不理三国公告。

丙、美第三舰队及英舰队重对日本濑户内海发动攻击，飞机千架，沉其主力舰【日向】号。

丁、陕西淳化之共军败退。

戊、江西我军收复泰和，敌陷万载。

己、美巨机炸九州岛四国。

庚、英国新内阁成立，阿特里为首相，贝文任外相，达尔顿任财政大臣，克利浦斯任贸易大

臣，摩里逊任枢密大臣。

７﹐２８（六，二○）

甲、新任英首相阿特里到柏林，波茨坦会议重开。

乙、美机连续炸濑户内海，创毁敌主力舰二，巡洋舰三，飞机一百五十架。

丙、美国参议院批准世界宪章。

丁、全国各大学举行联合入学考试。

戊、蒋主席宴苏俄大使及赴莫斯科会议人员。

７﹐２９（六，二一）

甲、斯大林建议由美英正式要求苏俄参加对日战争。

乙、苏俄红军助伊宁乱党陷额敏。

丙、江西日军攻入吉安，即被逐出。

丁、张发奎部克广东阳江。

戊、美巨机五百架炸本州岛青森等六城。航舰机续炸吴港。军舰炮轰滨松。

７﹐３０（六，二二）

甲、行政院改组，宋子文辞外交部长兼职，由王世杰继任，盛世才辞农林部长，由谷正纲兼

（其余各部仍旧，内政张厉生，军政陈诚，财政俞鸿钧，教育朱家骅，经济翁文灏，交通俞

飞鹏，社会谷正纲，粮食徐堪，司法谢冠生，兵役鹿锺麟）。

乙、美航舰飞机千余架遍炸东京、大阪、神户工业区约三百英里，达十小时以上。

丙、美英舰队轰击本州岛清水港。

丁、蒋委员长授陈纳德以青天白日勋章，并颁奖词（酬庸其在华八年作战成果）。

戊、财政部公布黄金购户存户依购存额捐献百分之四十。

己、江西日军陷上高。

庚、广西我军克兴安。

辛、蒋主席嘱熊式辉任东北军事代表兼行政长官。

７﹐３１（六，二三）

甲、俄军助伊宁哈萨克人陷塔城。

乙、美海军次长格特斯宣称日本海军已无作战力。

丙、美机四百架袭九州岛本州岛。

丁、美第九军军长辛浦森正访问中国（曾与陈诚、魏德迈等巡游前线）。

戊、江西我军克宜丰（７﹐２９收复万载）。

８﹐１（六，二四）

甲、我军反攻广州之计划开始施行。

乙、广东张发奎部克复廉江。

丙、江西日军陷奉新（续陷高安）。

丁、本日起，军队党部撤销。

８﹐２（六，二五）

甲、波茨坦会议完毕，杜鲁门、斯大林、阿特里返国。

乙、美机八百二十架炸本州岛之八王子、富山、长冈、水户及东京湾之川崎五工业城，投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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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弹及高度爆炸弹六千吨。

丙、重庆人民举行慰送陈纳德大会。

丁、广西我军克灵川。

戊、江西我军克上高，日军陷峡江。

８﹐３（六，二六）

甲、波茨坦会议公告发表，保证建立持久和平，设置美英苏中法五国外长会议于伦敦，严厉

处置德国。

乙、美机投波茨坦中美英声明三百万份，促日人投降，并续炸东京区。

丙、湖南我军克新宁。

丁、江西日军陷新淦。

８﹐４（六，二七）美航舰飞机炸中国沿海之敌（连续三日）。

８﹐５（六，二八）

甲、宋子文偕外交部长王世杰再度赴莫斯科，蒋经国、熊式辉及俄大使彼得罗夫同行。

乙、美国务卿贝尔纳斯令驻俄大使哈里曼劝告斯大林勿于雅尔塔协议外，对中国作过分要求。

丙、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自昆明迁柳州。

丁、广西我军克恭城（明日克灌阳）。

戊、美机五百八十架炸宇部、西宫、罗津、今治巿、神和等地，投燃烧弹及高度爆炸弹三千

八百五十吨。

８﹐６（六，二九）

甲、美国以第一枚原子弹炸广岛（略当二万吨 T。N。T。，全城房屋被毁百分之九十，毙伤

人口百分之八十，即二十五万，三周后尚有继续死亡者）。

乙、杜鲁门发表声明将以原子弹夷平日本。

丙、江西日军退出峡江，北陷樟树镇。

８﹐７（六，三○）

甲、宋子文偕王世杰、熊式辉、沈鸿烈、蒋经国、钱昌照等二次到莫斯科，即晤斯大林。

乙、日阁开会，讨论原子弹轰炸广岛事。

丙、美机一百二十五架炸丰川海军兵工厂。

丁、江西日军退出新喻，进陷清江。

８﹐８（七，一）

甲、苏俄外长莫洛托夫通知日使佐藤尚武，自明日起，苏俄与日本立于交战状态。

乙、斯大林接见美大使哈里曼，莫洛托夫接见王世杰。

丙、日本天皇召见外相东乡，商停战事。

丁、美巨机六百架分四次炸东京八幡。

戊、杜鲁门返抵华盛顿。

己、前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离昆明回国。

８﹐９（七，二）

甲、苏俄对日开战。

乙、俄军分路攻入东三省，占领满洲里，并炸哈尔滨长春（苏军统帅为瓦西莱夫斯基）。

丙、第二枚原子弹投于长崎，全城几毁（该城人口六十三万）。

丁、美第三舰队飞机千架又对日本发动攻势，并炮轰釜石。

戊、上午十一时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及重臣会议讨论投降问题。军方与内阁意见不协。

己、夜十二时三十分至上午二时三十分，日本御前会议，决接纳波茨坦公告。

庚、蒋主席电斯大林，佩慰苏俄对日宣战。

辛、驻俄大使傅秉常电外交部长王世杰，苏俄外部面告，俄政府已命东三省红军司令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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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券（王世杰报奉蒋主席核可）。

壬、史东继任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

癸、美大使哈里曼照会莫洛托夫，谓大连应为国际自由港，苏俄应尊重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子、陕西共军张宗逊部向淳化反攻，占领爷台山（８﹐１２美军调解停战）。

８﹐１０（七，三）

甲、日本政府请求投降（托瑞士、瑞典以照会转分致中美英苏）接受７﹐２６波茨坦公告，

惟须不损天皇之皇权（由东京广播）。

乙、日外相东乡茂德访俄大使马立克，声明准备投降。

丙、日陆相阿南发【告全军将士】书，贯澈【圣战】。

丁、美英中苏商洽日本投降事。

戊、美国陆军部命魏德迈为国民政府运兵，并运美军至军事要地受降。

己、宋子文王世杰晤斯大林，斯大林坚持不讨论外蒙古境界问题（是日美大使哈里曼通知宋

氏，勿作超过雅尔塔协议之让步）。

庚、宋子文以日本投降，与代表团商讨有无改变前案必要，决定原则不变，但求迅速签订。

辛、蒙古革命青年在辽北王爷庙成立内蒙解放委员会。

壬、俄军占瑷珲。

癸、俄军登陆朝鲜罗津雄基。

子、美英航舰机一千五百架继续炸本州岛，巨机百架炸东京兵工厂。

丑、重庆、华盛顿、伦敦欢呼庆祝。

寅、广西汤恩伯部克全县。

卯、江西我军克新淦（８﹐９）清江。

辰、延安总部命各军进占交通要道。

８﹐１１（七，四）

甲、美英苏中四国接受日本投降，由美国务卿贝尔纳斯托瑞士转达日本政府，天皇须听从盟

军统帅命令。

乙、东京广播，一切军事行动均已取消。

丙、国防最高委员会与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

丁、蒋委员长电（一）各战区长官依照既定计划命令推进。（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三）各地下军及伪军维持治安，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

受任何部队收编。

戊、【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令聂荣臻、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分别自山西、绥远、

河北、山东，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配合俄军及外蒙军作战。又命贺龙指挥山西各军，

消灭抗拒，并由绥远北进。

８﹐１２（七，五）

甲、美英苏中四国覆文达东京（上午），日内阁开会，意见不一。

乙、莫斯科中俄谈判连日举行（宋子文、王世杰、胡世泽与莫洛托夫等）。

丙、蒋主席连电宋子文、王世杰，蒙古问题如对方不允以中国地图为根据，决裂亦所不惜。

宋王覆电，请授以全权。蒋经国电告，如坚持，必破裂。

丁、驻俄美大使哈里曼再向莫洛托夫声明，中苏之任何协议，必须符合雅尔塔协议。

戊、俄军占朝鲜罗津、雄基港。

己、美机百架炸日本松前。

庚、日鱼雷炸中琉球美舰一艘。

８﹐１３（七，六）

甲、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演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抨诋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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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中共自五月以来，已对内战有精神准备，决定寸土必争。

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电蒋委员长拒绝其８﹐１１命令。

丙、日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内阁会议，商国体护持问题，未获一致协议（明日再开御前

会议始决定）。

丁、宋子文召开代表团会议，主张外蒙古界线以现在界线为准，含糊了之，王世杰谓重庆覆

电未到，决不签字。夜得覆电，授以处理各问题全权。

戊、溥仪自长春到通化大栗子沟。

己、美第三舰队航舰机八百架猛炸东京区，陆军机炸九州岛及吴港。

庚、特任周诒春为农林部长。

辛、任命熊斌、张廷谔、钱大钧、马超俊为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巿长。

壬、任命罗卓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代李汉魂）

。

８﹐１４（七，七）

甲、日本答复美英苏中四国正式投降，并由天皇颁布敕令，保证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规定条

件，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

乙、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王世杰与莫洛托夫代表）

（１）防日军事同盟三十年。（２）苏俄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

主权与完整，新疆问题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３）中国声明外蒙古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

立愿望，承认其独立，苏联将尊重其独立与完整。（４）中苏共有共营中东及南满二路干线

三十年，路警由中国组织。（５）大连开为自由港，苏联租用码头仓库之一半，期限三十年。

（６）旅顺为中苏共同使用之海军根据地，由苏联防护，期限三十年，民政归中国管辖。（７）

苏军进入东三省后，中国派员前往设立行政机构。（８）苏联声明日本投降后三星期内，苏

军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内全部撤毕。

丙、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三次会谈。

丁、蒋主席电延安毛泽东，请来重庆共商国是。

戊、俄军占领辽宁、洮南及热河林西。

己、共军（新四军）占江苏六合，伪军第三师师长锺剑魂投降。

庚、美机千余架（内巨机八百架）大举炸本州岛。

辛、俄军占朝鲜。

壬、新疆乱党哈萨克人攻陷拜城（８﹐１７被击退，９﹐２再被陷，１０﹐２０收复）。

癸、吴有训继顾毓琇任中央大学校长。

８﹐１５（七，八）

甲、上午七时，中美英苏同时正式宣布日本投降。

乙、日本天皇广播投降（【为万世开太平】）。

丙、蒋主席广播希望此次战争为最末一次战争，并勖国人勿骄勿懈，努力和平建设。

丁、蒋委员长电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日军投降原则，令派代表赴江西玉山接

受何应钦总司令之命令。

戊、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致牒美英苏大使，声明国民政府不能代表【中

国解放区】

接受日伪军投降与受降后之协议条约。【延安总部】有权根据盟国规定办法接受日伪军投降，

有权派遣代表参加盟国受降工作，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并请美国停止对国民党政府

之援助。

己、朱德电冈村宁次，令日军分别向聂荣臻（华北）、陈毅（华东）、李先念（鄂豫）、曾生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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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

庚、麦克阿瑟被任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即电令日军立即停止开火，并派合格代

表至马尼剌接受投降条件。

辛、美国务卿贝尔纳斯照会日本，指示投降办法，命遵依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命令。

壬、俄军占领察哈尔多伦、化德、张北。

癸、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收复包头。

子、广西汤恩伯之第三方面军收复梧州。

丑、宋子文离莫斯科赴美（次日王世杰等离莫斯科返重庆，郭沫若同行）。

寅、中国批准联合国宪章。

８﹐１６（七，九）

甲、朱德电蒋委员长提出六项要求（１）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协议条约时须先得【解放

区】之同意，（２）【解放区】之人民武装力量（即共军）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及同盟国规定

受降，（３）共产党有权派代表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４）有权派代表接受敌人投降

及处理投降后之工作，（５）制止内战，共产军所包围之敌军由共产军受降，国民党军队所

包围之敌军由国民党军队受降，（６）立即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措词异常粗暴）。

乙、毛泽东电覆蒋委员长，俟其对朱德电表示意见后，再考虑相会问题。

丙、日皇令日军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丁、日本铃木内阁辞，东久迩宫稔彦亲王组阁，重光任外相。

戊、共军占领威海卫。

己、共军占山西夏县，伪军投降。

庚、蒋主席告赫尔利，对中苏协定大致满意。

辛、各地物价开始大跌（月余后又回涨）。

壬、陈公博、周佛海等在南京会议决定解散其政府。

８﹐１７（七，一○）

甲、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电覆蒋委员长，遵令派今井总参谋副长接洽投降。

乙、日本陆海两省以日皇投降敕书通告陆海空将士。

丙、麦克阿瑟电令日本投降代表限期到达，不再延迟。

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之先遣人员入北平及开封。

戊、南京伪政府解散，改设【临时政务委员会】

，陈公博、周佛海为正、副委员长（是日南京发生暴动，伪军事参议院院长萧叔萱被击毙，

伪江苏省长陈群自尽）。

己、共军入承德。

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苏卡诺为总统，哈塔为副总统，沙利为内阁总理。

８﹐１８（七，一一）

甲、蒋委员长派何应钦负责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并规定各地区之受降主

官。

乙、蒋委员长电冈村宁次，令日军代表于本月二十一日到湖南芷江接受命令（明日冈村电覆

遵办）。

丙、日本支那派遣军决定投降方针及处理纲要（８﹐１２通令全体官兵遵照）。

丁、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军令部长）到马尼剌。

戊、日关东军代表向俄军乞降。

己、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要求外蒙军队停止前进。

庚、蒋委员长派蒋伯诚、何其巩为驻上海北平代表（９﹐２０撤销）。

辛、阎锡山进入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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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大日本政治会解散。

癸、宋子文晤美总统杜鲁门。子、中法在重庆订立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

８﹐１９（七，一二）

甲、日本投降使副参谋总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及翼山一郎海军少将经伊江岛到马尼剌，晋见

麦克阿瑟之参谋长苏赛兰。

乙、关东军开始向俄军投降，俄军占领齐齐哈尔、哈尔滨。察境俄蒙军进抵张家口，热河俄

军占承德。

丙、军事委员会派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在国军未到以前，负责维持京沪治安。

丁、胡宗南部进入开封。阎锡山部收复山西长子。

戊、新疆军收复拜城，哈萨克人退走。

己、越南民主共和临时政府在河内成立，胡志明为主席（胡为越南独立同盟会党魁，惟与国

民党阮海臣积不相能）。

８﹐２０（七，一三）

甲、蒋主席再电延安，促毛泽东来渝，共定大计。并说明受降办法，系盟军总部所规定，分

行各战区，未便以朱德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信守。

乙、外交部长王世杰等自莫斯科返抵重庆。

丙、俄军占领沈阳、长春、永吉。

丁、溥仪自通化飞抵沈阳，拟换机飞日本，为俄军所俘。

戊、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湖南芷江。

己、日本降使河边虎四郎离马尼剌返国，麦克阿瑟对日广播美军即将登陆日本。

庚、苏俄批准联合国宪章。

８﹐２１（七，一四）

甲、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之代表今井武夫少将到芷江，谒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萧毅肃中将，接洽投降（据报告在华日军除东北、台湾、越南外，共一百零九万人）。何总

司令有致冈村备忘录，交付今井，规定各区受降军事长官，计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接收越

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收广州，香港，海南岛；

第三方面军汤恩伯收南京，上海；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收长沙，衡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

南收洛阳，郑州，开封，新乡；第二战区阎锡山收太原；第三战区顾祝同收杭州，厦门；第

五战区刘峙收南阳，襄樊；第六战区孙蔚如收武昌，汉口，宜昌；第七战区余汉谋收曲江，

潮州，汕头；第九战区薛岳收南昌，九江；第十战区李品仙收徐州，安庆，蚌埠，海州；第

十一战区孙连仲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第十一战区副长官李延年收青岛，济南，德

州；第十二战区傅作义收绥远，察哈尔，热河。台湾接收人员另派。第八战区朱绍良防地为

宁夏，甘肃，新疆，无日军。

乙、关东军五十余万正式在哈尔滨向苏军投降。

丙、俄军助伊宁乱党陷霍布克。

丁、行政院通过收复区重要工矿事业处理办法及收复区土地权利清理办法。

戊、美国宣布租借法案停止使用。

己、阎锡山部进入长治及屯留。

庚、共军占山东黄县。

８﹐２２（七，一五）

甲、毛泽东电覆蒋委员长，为团结大计，先派周恩来来渝。

乙、蒋主席决定设立东北行营。

丙、俄军占旅顺大连。

丁、行政院通过收复区工矿事业处理办法（经济部次长何廉主先将轻工业交民营，未果）。



- 1362 -

戊、俄军助伊宁乱党陷南疆蒲 及北疆和丰。

己、苏俄大使馆通知外交部，苏军无意由北平张家口前进。

庚、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晋见何应钦，即返南京。

辛、戴高乐抵华盛顿，晤杜鲁门（曾商越南问题）。

８﹐２３（七，一六）

甲、麦克阿瑟公报盟军将于８﹐２６开始登陆日本，８﹐３１在东京区签订降书。并规定日

本五日内必须执行之各项要求。

乙、斯大林宣布苏军已占领满洲及南库页岛全部与朝鲜之元山港。

丙、蒋主席三电毛泽东，敦促来渝。

丁、晋冀察边区共军聂荣臻进入张家口。

戊、俄蒙军占热河围场。

己、美人 JohnBirch被中共杀害（Birch 在华任情报工作）。

８﹐２４（七，一七）

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及立法院分别通过。

乙、蒋主席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及中央常会临时联席会议致词（题为【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

际和平】）

，恢复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承认外蒙古独立，予西藏以高度自治，香港地位协商改正，

九龙问题外交解决，希望越南自治，渐臻独立，希望盟邦提高缅甸政治地位，扶助华侨，希

望泰国恢复固有独立地位，与我建立正常关系。

丙、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中苏订约经过。

丁、蒋主席签署联合国宪章批准书。

戊、毛泽东电覆蒋主席，愿与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己、胡适电劝毛泽东放弃武力，建立一不靠武装之第二政党，以耐心毅力，和平发展，前途

无量，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８﹐２２胡曾以此意面告董必武）。

庚、李品仙部进入浦口下关。胡宗南部（李文集团军）进入晋南闻喜及洛阳。

辛、俄军占平壤。

壬、越南保大皇帝宣告退位。

８﹐２５（七，一八）

甲、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目前时局宣言】，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及抗日军

队，制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承认各

党派合法地位，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乙、麦克阿瑟宣布以台风吹袭，盟军登陆日本及签订降书展期二日。

丙、中苏分别批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丁、伪南京【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陈逆公博逃往日本。

戊、刘峙部进入湖北老河口。

己、重庆工业界以生产停止，请求政府救济。

庚、戴高乐在美谈话，盼早日恢复法在越南主权。

８﹐２６（七，一九）

甲、中共中央以俄美英反对中国内战，毛泽东决定赴重庆商谈。

乙、先遣工程部队百余人空运抵南京。

丙、美英军舰三百余艘驶入日本相模湾。

丁、麦克阿瑟令朝鲜北纬三十八度以南之日军向美军投降。

戊、新疆伊宁乱党进犯乌苏精河。

己、毛泽东电请魏德迈派美军飞机载赫尔利来延安同往重庆。



- 1363 -

８﹐２７（七，二○）

甲、美大使赫尔利及政治部长张治中到延安，迎毛泽东。

乙、蒋主席决定对中共除军事政令统一必须彻底解决外，其它均可宽容。

丙、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晤斯大林，请发表一尊重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之声明。史氏允诺，并望

国民政府不久即派军至东北接替俄军，并谓东北尚无中共游击部队。

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文公布。

戊、何应钦到恩施、西安，指示第六及第一、二、十一、十二战区受降事宜。

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等一百五十九人到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

庚、美国伞兵降落上海。中国宪兵队亦到。

８﹐２８（七，二一）

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由美大使赫尔利及张治中陪同到重庆，周恩来、王若

飞同来，并发表谈话，政治军事问题，均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合理解决。当晚参

加蒋主席宴。

乙、冷欣与冈村宁次会晤，交备忘录八件（冷欣随从人员在京任意占取财物，行为不检）。

丙、首批美军（工程队）降落东京，第三舰队进入东京湾。

丁、东南亚日军（寺内寿一部）向蒙巴顿投降。

戊、公布【收复区土地权利清理办法】。

己、甘乃光、刘锴继任外交部次长。

８﹐２９（七，二二）

甲、蒋主席接见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是晚毛等与政府代表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

力子开始谈话。

乙、毛泽东在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称，中苏条约虽明定专援国民政府，其实苏俄将更积

极支持中共。

丙、俄军占旅顺。

丁、河南国军收复密县，共军王树声败走。

戊、特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

己、任命冯执正为驻墨西哥大使（原任陈介）。

庚、教育部设置收复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

辛、王耀武部进入衡阳，余汉谋部进入曲江。

壬、何应钦偕美军作战司令到江西南城，指示第三第七战区受降事宜。

癸、麦克阿瑟抵东京湾。子、长江及嘉陵江水激涨。

８﹐３０（七，二三）

甲、颁布收复东三省处理办法大纲。

乙、盟军在东京湾登陆，占领横须贺海军基地，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上岸。

丙、英军登陆香港。

丁、新疆乱党乌思满陷哈巴河。

８﹐３１（七，二四）

甲、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于长春，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行营内设政治委员会

及经济委员会。

乙、重行划定东北区域，分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

九省。特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驻长春（原定以熊为东北行政长官，张治中为军事代表，

熊主设一个机构）。

丙、经济部公告收复区敌伪工商机构暂维现状，不得擅自处理。

丁、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续谈。



- 1364 -

戊、宋子文访问加拿大。

９﹐１（七，二五）

甲、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

乙、俄军解除关东军全部武装。

丙、俄军占千岛。

丁、张群、吴铁城、王世杰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

戊、共军攻占河北长垣。

己、新疆省参议会成立。

庚、孙蔚如部进入宜昌。

辛、吴国桢继任中央宣传部长。

壬、王世杰告俄大使彼得罗夫，请将东北红军发行军用券数量告知。

９﹐２（七，二六）

甲、日本降书于上午十时三十分在东京湾美主力舰【米苏里】号上签字，（１）接受波茨坦

宣言中之条款，（２）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３）天皇及日本政府受制于盟军最高统帅

（首由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签字，继由麦克阿瑟及美代表尼米兹、中国代表徐

永昌、英代表福拉塞与苏、澳、加、法、荷、纽西兰依次签字）。

乙、日本大本营遵麦克阿瑟训令，通令国内外日军司令各武装部队立即停止作战，放下武器，

向盟军司令投降。中国（东三省除外）及台湾、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之日军向蒋委员长

投降，东三省、朝鲜（北纬三十八度以北）、南库页岛之日军向苏军司令投降，缅甸、越南

（北纬十六度以南）、马来及南洋印度洋各岛日军向英军或澳军司令投降，太平洋诸岛上日

军向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投降，日本本土、朝鲜（北纬三十八度以南）及菲岛向美太平洋陆军

总司令投降。

丙、美总统杜鲁门广播，永远不忘日本军阀暴行，自由战胜，仍须争取和平。

丁、美军开始登陆日本。

戊、越南民主共和临时政府正式宣布越南与法国脱离关系。

己、王世杰与毛泽东会谈。

庚、蒋主席宴毛泽东。

９﹐３（七，二七）

甲、抗战胜利，国民政府颁布四令：（１）褒恤殉难军民。（２）褒奖全体将士。（３）废止

一切限制人民生活、经济行为及集会结社言论自由之战时法令。

（４）豁免陷敌各省本年度田赋，后方各省田赋明年豁免；全国兵役缓征一年；减租轻息限

本年内实施。

乙、蒋主席在庆祝胜利会致词，宣示内政方针：（１）减轻农工负担，实施民生主义；（２）

实施民主宪政，希望国民大会早开，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３）完成国家统一，军队国

家化。

丙、中国国民党发表告同胞书：准备实施宪政，实现民主政治；积极进行复员，从事经济建

设；尊重统一，避免分裂。

丁、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向政府代表提出谈判方案十一项。

戊、全国举行庆祝胜利大会。

己、外交部通知美俄大使，申明我决定没收日方在华之公私财产，请暂代协助保护。

庚、苏俄陆空军助伊宁乱党攻陷新疆精河，守军师长郭岐以下全军覆灭（一说精河于９﹐９

失陷，郭师长于本日被俘）。

９﹐４（七，二八）

甲、东北九省省政府主席正式任命（辽宁徐箴，安东高惜冰，辽北刘翰东，吉林郑道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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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关吉玉，合江吴瀚涛，黑龙江韩骏杰，嫩江彭济群，兴安吴焕章）。

乙、特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莫德惠、朱霁青、万福麟、马占山、邹作

华、冯庸为委员；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丙、任命沈怡为大连巿长，杨绰庵为哈尔滨巿长。

丁、任命蒋经国为外交部东北特派员。

戊、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暂由傅斯年代）

。

己、外交部长王世杰离渝赴英，出席五国外长会议。

庚、蒋主席、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交换意见阶段完毕

（中共提十一项意见），本日开始商谈实际问题（军队与地方政权）。第一阶段会谈结束，第

二阶段开始。

辛、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张雪中、郑洞国到上海（明日郑去南京）。

壬、胡宗南部进驻郑州。

９﹐５（七，二九）

甲、新编第六军廖耀湘部自芷江开始由美国空运部队运抵南京。

乙、延安各界庆祝抗日胜利，坚持和平民主团结。

丙、蒋主席招待苏俄大使彼得罗夫，毛泽东等作陪。

丁、毛泽东告大公报记者，内战可避免，国是以政治会议解决。

戊、苏俄陆空及伊宁乱党攻陷新疆乌苏，守军万人覆殁（９﹐８？）。

９﹐６（八，一）

甲、第十军牟廷芳部自柳州开始由美国空运抵上海。

乙、赴日受降代表徐永昌回抵重庆。

丙、林彪、林枫、罗荣桓等取道热河入辽宁。

丁、共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先林率六百余人自锦州抵沈阳（旬日内增至五万余

人）。

戊、新疆哈萨克乱党自拜城陷温宿。

９﹐７（八，二）

甲、新编第一军孙立人部正式进入广州，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进入长沙，第十战区李品仙部

进入徐州、蚌埠。

乙、前日本之【华南派遣军】酒井隆中将在北平郊外黑龙潭西之温泉村与共产党张学诗（张

作霖之子）

会晤，谋令华北日军与中共军联合，阻国军北来。

丙、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自英回抵重庆，决于一个月内成立各地分署。

丁、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及伪总理吴鹤龄，伪军政部长李守信到重

庆。

戊、外交部抗议俄飞机助新疆伊宁匪徒。

９﹐８（八，三）

甲、何应钦到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之前进指挥所撤销。

乙、麦克阿瑟及美军进入东京，升起美国旗。

丙、美军登陆朝鲜半岛南部。

丁、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提出对案，并通知美俄大使。

戊、西南干部训练团结束（１９４２成立于昆明）。

己、中国化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昆明举行。

９﹐９（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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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上午九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典礼在南京举行，由何应钦代表蒋委员长接受驻华日军最高

指挥官冈村宁次之投降（降书当日由冷欣带渝呈蒋委员长）。

乙、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即日起所有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外）、台湾、越南（北

部）之日本陆海空军完全受本人节制指挥，取消【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名义，改称【中国

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连络部长官】。

丙、蒋委员长命令冈村宁次，投降日军暂留原地，静待命令。

丁、第十一战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抵北平（北平附近之伪军门致中部已改编为第九

路军）。

戊、薛岳部进入南昌。

己、上海日军六人在霞飞路向巿长钱大钧投手榴弹，未中，伤民众数十人。

庚、豫西国军收复登封，共军王树声、皮定钧建立嵩岳军区计划失败，南走大别山，合李先

念。

辛、朝鲜南部日军正式向美军投降。

壬、泰国仍改称暹罗。

９﹐１０（八，五）

甲、美驻俄大使馆电告国务院，中共军队奉共产国际命进入东北，与俄军合作。

乙、何应钦召见冈村，指示处理日军投降事宜。

丙、第六战区孙蔚如部进入汉口，第三战区顾祝同部进入杭州。

丁、共军攻占山西屯留。

戊、国府文官长吴鼎昌兼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

己、金价跌至每两五万元左右（停战前为二十五万元）。

９﹐１１（八，六）

甲、伊宁乱党哈萨克人进至迪化西北二百里，李铁军部拒之，省垣各校疏散。

乙、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率部抵河内。

丙、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张耀明军进入开封（开封原驻庞炳勋部，已编为第一路军，连日受共

军围攻，至是解围）。

丁、共军【新四军】陈毅占山东临沂。

戊、日本酒井隆再晤中共张学诗，商合作（平津日军司令恐影响日本之将来，未允）。

己、麦克阿瑟下令逮捕前日首相东条英机，东条开枪自杀（未死）。日本本土防守军总司令

前任陆相杉山元自杀。

庚、中美英俄法五国外长会议在伦敦开幕。

辛、任王星拱为中山大学校长，徐会之为汉口巿长。

壬、延安电台开始广播。

９﹐１２（八，七）

甲、胡宗南孙连仲部进入豫北新乡（原驻孙魁元部已改编为第四路军总司令，连日被共军围

攻）。

乙、共军攻占山西长子，大破阎锡山部，俘其第五十七军军长史泽波等人，国军收复河北长

垣（寻又为共军攻占）。

丙、张群、周恩来等三日来逐日会谈。

丁、蒋主席与戴传贤谈首都问题，为控制东北，主南北两京并建。

戊、麦克阿瑟下令解散日本【黑龙会】。

己、南洋日军签降典礼在新嘉坡举行。

９﹐１３（八，八）

甲、毛泽东发表谈话，盼谈判有良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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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政治部长张治中到迪化处理伊宁事变。

丙、伊宁乱党哈萨克越过乌苏，连陷安集海、三道河子，进犯绥来。

丁、山西日军投降书签字，未举行仪式（日军由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派山冈少将代表，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代表）。

戊、日本帝国大本营撤销（１９３７﹐１１﹐２８成立）。

己、战后自重庆开出第一艘轮船抵汉口。

９﹐１４（八，九）

甲、宋子文与杜鲁门商谈美国军事援华问题。

乙、派邹秉文为出席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第一次大会代表。

丙、上海南昌日军开始缴械。

丁、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到台北。

戊、共军占河南修武，伪军降。

９﹐１５（八，一○）

甲、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在长沙接受日本第二十军司令官板西一良之投降（日军约十五

万）。

乙、苏俄派彼得罗夫与中国商讨维持中国境内红军费用办法协议（蒋主席派财政部长俞鸿钧

与商）。

丙、孙蔚如部进入武昌。

丁、中共与政府代表谈判解放区及共军改编数目问题，争执颇烈。

戊、麦克阿瑟通告，同盟国不以平等态度对日本。

己、英军在爪哇登陆。

庚、张嘉璈自美国返抵重庆。

９﹐１６（八，一一）

甲、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在广州接受日本第三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之投降。

乙、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之济南前进指挥所成立（山东伪军吴化文部改编为第六路

军）。

丙、海军总司令部接收上海日本海军设施。

丁、南京杭州日军开始缴械。

戊、共军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抵沈阳。

己、宋子文自美抵伦敦。

９﹐１７（八，一二）

甲、盟军统帅部进驻东京巿区。

乙、国共会谈，商定国共两军缩编比例为六与一，共军让出海南、广东、浙江、苏南、皖南、

湖北、湖南、豫南八解放区。

丙、蒋主席致书杜鲁门，于赫尔利备致称道。

丁、经济部长翁文灏，交通部长俞飞鹏，财政部长俞鸿钧到南京。

戊、特任商震为国民政府参军长（原任吕超）。

己、李品仙部进入蚌埠徐州（徐州附近伪军郝鹏举部改编为第五路军）。

庚、共军攻占山东无棣，第五区专员张子良死之。

辛、伊宁乱党陷沙湾。

９﹐１８（八，一三）

甲、毛泽东在参政会茶会致词，谓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之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

杜绝内争，各党派在国家一定方针之下，蒋主席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

化之新中国（毛曾高呼【三民主义万岁】，【蒋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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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主席广播，宣示建设东北方针。

丙、特派莫德惠宣慰东北同胞。

丁、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在汉口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之投降。

戊、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离上海返美。

己、俄军助伊宁乱党陷乌苏，我营长倪中岳战殁，军长谢义锋退绥来（９﹐５？８？）。

庚、外交部致美苏外长备忘录，提出对于日本赔偿问题之建议。

９﹐１９（八，一四）

甲、张群、周恩来等商谈具体事项。

乙、蒋主席与熊式辉商定，开始与苏俄大使谈判东北接收问题。

丙、李品仙部进入安庆。

丁、美第七舰队抵上海。

戊、宋子文抵巴黎，晤戴高乐，讨论越南问题。

己、俄军司令限美国及他国军官记者一律于今日离开东北。

９﹐２０（八，一五）

甲、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在河南漯河受降（日军二万五千余人）。

乙、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入开封。

丙、卢汉部进入越南海防。

丁、美舰队到青岛，助我接收日本海军。

戊、战后美国第一艘货船抵沪。

己、教育复员会议开幕。

９﹐２１（八，一六）

甲、张群、周恩来等商谈地方政权（解放区）问题仍不协，暂停（原拟今日发表公报，不果，

会谈第二阶段结束）。

乙、陈璧君、褚民谊在广州被收押。

丙、麦克阿瑟下令逮捕土肥原。

丁、外事局长何浩若为资遣翻译官问题发表公开信翰。

９﹐２２（八，一七）

甲、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郑州接受日本第十二军团司令官鹰森孝之投降（共六万余

人）。

乙、美大使赫尔利离重庆返美（昨自上海来）。

丙、伦敦外长会议为罗马尼亚问题苏俄与美英破裂。

丁、江北共军攻占淮安（９﹐２４？）。

９﹐２３（八，一八）

甲、伦敦外长会议苏俄提议中国不得参与欧洲和约，法国不得参与德义以外之和约。

乙、郑州开封日军开始缴械。

丙、英太平洋舰队司令福拉塞到渝晤蒋主席。

丁、暹罗华侨悬旗庆祝胜利，曼谷军警干涉，以机枪扫射（昨日开始）。

戊、河北滦县大地震（连震八个月）。

９﹐２４（八，一九）

甲、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在蚌埠接受日军第六军长十川次郎之投降。

乙、美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到渝晤蒋主席（９﹐２６返沪）。

丙、毛泽东告民主社会党蒋匀田，国共谈判为军队分配比例及地区政权问题已面临僵局。

９﹐２５（八，二○）

甲、五国外长会议，苏提出共管日本主张，美拒绝讨论（中英支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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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派朱家骅、胡适、罗家伦、赵元任、程天放为出席联合国教育文化会议代表。

丙、兵役部缩编为兵役署。

丁、武汉日军开始缴械。

戊、曼谷军警又袭击华侨。

己、越南人民要求独立，武装部队控制西贡城郊。爪哇泗水亦发生反荷暴动。

庚、文学家郁达夫在南洋苏门答腊为日军杀害，年五十四（一作８﹐２８；或９﹐１８）。

９﹐２６（八，二一）

甲、黑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萧达三在山海关被共军拘捕（寻枪决）。

乙、苏俄大使彼得罗夫告张嘉璈，东北红军已发行军用券，应规定与法币比价。又要求讨论

长春铁路合办章程，长春铁路关系。

丙、南京开始拘捕汉奸，梅思平、李圣五、胡毓坤、郑大章、周学昌、溥侗等均被逮。

丁、魏德迈与赫尔利抵华盛顿。

戊、教育复员会议闭幕。

９﹐２７（八，二二）

甲、财政部公布处理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办法，每伪币二百元换法币一元（江浙人民受害最

巨）。

乙、张群、周恩来等续谈地方政权问题（第三阶段开始）。

丙、日本天皇晋谒盟军统帅麦克阿瑟。

丁、麦克阿瑟令日本海陆军解除一切作战装备。

戊、越、法在西贡冲突继续，华侨商场被焚。

己、汉奸温宗尧（伪立法院长）、杨揆一、项致庄、叶蓬、傅式说、唐蟒、林康侯、赵叔雍、

吴颂皋、石星川等分别在沪汉被捕。

９﹐２８（八，二三）

甲、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归绥接受蒙疆军司令官根本博之代表中巽少将之投降。

乙、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在汕头接受日本第二十三军军长田中久一之投降。

丙、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在河内正式接受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日军之投降（由日本第三十

八军军长土桥勇代表）。

丁、长沙衡阳武汉日军缴械完毕。

戊、东北政治及经济委员会第二次联席会议。

９﹐２９（八，二四）

甲、何应钦及美军作战司令马格鲁德到武汉，指示受降。

乙、绥远日军缴械完毕。

丙、美总统杜鲁门宣布派遣生产代表团来华，协助中国经济建设。

丁、新疆乱党猛攻阿克苏。

戊、张嘉璈与财政部长俞鸿钧商定东北币制暂行独立（因苏俄已发行军用票，票值与法币有

差别）。

９﹐３０（八，二五）

甲、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及第六师（一万八千人）在大沽登陆，即开入天津，备受欢迎。

乙、驻防昆明之第五军邱清泉部奉防守司令杜聿明命，进入城内，与龙云部开始冲突。

丙、周佛海、罗君强、丁默村等随同戴笠自上海飞重庆（以后周即失去自由）。

丁、滇黔绥靖公署裁撤。

戊、麦克阿瑟封闭大批日本银行会社。

１０﹐１（八，二六）

甲、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宣布结束，并入国民政府文官及参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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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俄大使彼得罗夫通知外交部，东北俄军准备于本月下半月开始撤退，十一月底撤毕，已

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为代表。本日外交部照复我军定于十月十日前自九龙乘美国船只由海道

前往大连登陆。

丙、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提出十项主张，以中立、自由、

民主为号召）。

丁、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张奚若、周炳琳、吴之椿、钱端升、闻一多等十人电蒋中正、毛泽东，

国共两党不当祇商谈地区军额，一党专政固须中止，两党分割亦难为训，应速成立立宪政府，

在立宪政府成立以前，一人独揽之风应先纠正，用人应重德能，军人不应再令主政，叛国通

敌之元凶应予重惩。

戊、战时新闻检查撤销。

己、何应钦到河内晤卢汉。

庚、汤恩伯任京沪卫戍司令。

辛、邮资加价九倍。

１０﹐２（八，二七）

甲、云南局势变动，云南省政府主席，昆明行营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龙云，免除本兼各职，

调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原任李济琛未到任），任命卢汉为省政府主席，李宗黄为民政厅长，

卢汉未到任以前，由李宗黄兼代（本日下午李自渝到昆明）。

乙、蒋委员长令撤销昆明行营，昆明警备司令部，昆明宪兵司令部，所属部队均归昆明防守

司令杜聿明指挥。杜即派军执行上项命令，并要求龙云服从，双方发生冲突，美军亦出动警

戒（时龙军大部开赴越南）。

丙、任命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省政府委员。

丁、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宣告结束（未获致协议）

，各方颇表悲观。

戊、越法订立停战协议（在西贡）。

１０﹐３（八，二八）

甲、昆明戒严，杜聿明部继续与龙云部冲突。

乙、伪南京政府代主席陈逆公博在日本被捕，解抵南京。

丙、共军第十二军分区余克勤部掘河南太康之黄河堤。

丁、外交次长甘乃光告彼得罗夫，熊式辉可于本月十日左右到长春，请俄军俟中国军队接防

时，逐步撤退。

１０﹐４（八，二九）

甲、龙云表示服从命令，昆明防务由杜聿明接收完毕，巿区交通恢复。

乙、越南我军进抵老挝永珍。

丙、化学工业家，久大永利公司创办人范锐（旭东）卒，六十三岁。

丁、麦克阿瑟令日本释放政治犯，并将内务大臣山崎岩免职。

１０﹐５（八，三○）

甲、何应钦自河内，宋子文自重庆抵昆明。

乙、龙云正式交代云南省政。

丙、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到台北。

丁、张群、周恩来等会谈，仍不协（第三阶段结束）。

戊、日本东久迩内阁辞职。外相吉田茂与麦克阿瑟商谈组新阁事。

己、民淳轮在重庆附近失事沉没。

１０﹐６（九，一）

甲、俄大使彼得罗夫通知外交部，声言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坚拒国军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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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登陆。

乙、美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洛基中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在天津接受日军司

令官内田银之助之投降。

丙、主持云南军政十八年之龙云，自昆明到重庆，宋子文、何应钦偕行。昆明解严。

丁、第一方面军卢汉部进入越南顺化及土伦。

戊、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长翁文灏自重庆到南京。

己、美国生活、时代、幸福三杂志发行人鲁斯到重庆。

庚、日本币原喜重郎受命组阁。

１０﹐７（九，二）

甲、美军一部自天津到北平，天津日军开始缴械。

乙、美军开始登陆秦皇岛。

丙、共军太行山区副司令员张国华围攻安阳（１０﹐１５被击退）。

丁、鲁斯谒蒋主席。

１０﹐８（九，三）

甲、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自西安经新乡到北平。

乙、派关麟征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丙、麦克阿瑟批准币原组阁（明日成立）。

１０﹐９（九，四）

甲、行政院决议，豁免地价税一年，并取消外销物资统购统销办法。

乙、张治中（政治部长）举行欢送毛泽东大会，报告月余商谈经过，毛氏致词，【要在蒋委

员长领导之下，建立和平、自由、民主、团结、统一、富强之中国。我们的合作，是长期的

合作】。

丙、王世杰向俄大使彼得罗夫说明我军有权自大连登陆。东北行营副参谋长兼军事代表团长

董彦平及冯庸等抵长春。

丁、任命莫德惠为长春铁路公司副监事长，刘哲、刘泽荣、黄伯樵、张振鹭、王家桢、齐世

英、马毅为东北经济委员会委员。

戊、蒋委员长电南京陆军总部，严惩假借名义敲诈勒索之徒。

１０﹐１０（九，五）

甲、蒋主席昭告国人，团结奋斗，以求建国成功，经济建设以增进社会福利，提高人民生活

为方针，文化建设以奖进科学研究，保障学术自由，改造社会风气为方针，政治建设以普及

民权行使，巩固宪政基础为方针。并确立【新】、【速】、【实】之建国风尚。

乙、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签字于双

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议】）：（１）关于建国基本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

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

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

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２）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由政府召集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

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并决定保障人

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推行地方自治，释放政治犯。（３）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愿

将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二十四个至二十个师，并将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

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之抗日军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集中。政府

方面对中共领导之抗日军编为二十个师可考虑，驻地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要求

其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工作，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各级官佐。政府方面允

商详细办法。中共要求解放区民兵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视地方情势酌量编置。

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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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要求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已

成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要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晋五省

主席及委员，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及委员，北平、天津、青

岛、上海四巿副巿长，并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东北各省行政，继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

鲁四省主席及委员，晋绥副主席及委员，北平、天津、青岛副巿长；又改为解放区各政府人

民普选；终改为各解放区暂维现状，另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政府方面则盼

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亦同意继续商谈。（５）关于受降问题，中共要求重划受降地区，

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在共军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共十二项。第十三项

为关于避免冲突问题。中共提议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政府方面表示冲

突自须停止，祇要中共部队对中央军队之行进不加阻止，即无问题。中共主删去）。

丙、长春举行国庆大会，正式升旗，由行营副参谋长兼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主持。

丁、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及蒋经国、莫德惠自重庆到北平。

戊、法国驻越南高级专员达尚礼安抵重庆（１０﹐１３去印）。

己、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在北平接受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之投降。

庚、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进入济南。

辛、沿平汉线北上国军到达安阳（沿途受共军阻击）。

壬、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肃亲王善耆之女）在北平被捕。

１０﹐１１（九，六）

甲、毛泽东自重庆返延安，张治中陪送，行前谈话，谓对国家前途乐观。

乙、共军围攻河南安阳。

丙、宋子文及财政部长俞鸿钧到上海。

丁、蒋主席茶会欢送驻渝美军。

戊、教育部在北平、南京、上海设临时大学补习班，收容伪大学学生。

己、美海军陆战队开始登陆青岛。

庚、天津日军缴械完毕。

１０﹐１２（九，七）

甲、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热河省府主席

刘多荃，东北宣慰使莫德惠自北平抵长春。

乙、延安解放日报称国共会谈已获重要成果。

丙、伊宁代表阿合买提江、赖希木江、阿不都哈伊尔吐烈到迪化。

丁、宋子文在上海召集会议，处理接收事宜。

戊、教育部宣告专科以上教员审查合格者计教授二千三百六十一人，副教授一千零二人，讲

师一千六百七十一人。

己、共军攻占山西长治。

庚、香港政府布告收用九龙屏山一带地段（约二十余村，一万余亩），建修机场。

辛、越南独立党与法军在西贡附近冲突又开始。

１０﹐１３（九，八）

甲、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会晤俄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马表示欢迎中国中央政府代表

来此商谈，并将俄国撤兵计划见告，熊请其协助接收各省巿政权，并告以运兵前来计划。

乙、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社论。

丙、共军攻占察省赤城。

丁、南京日军缴械完毕（八万余人）。

戊、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对中外记者报告该署工作（时收复区各省巿分署已分别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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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４（九，九）

甲、张治中及梁寒操二次到迪化，处理伊宁之哈萨克代表阿拉木江、阿不都哈伊尔吐烈，及

阿合买提江谈判。

乙、何应钦到徐州、郑州视察（明日返南京）。

丙、湖北日军全部缴械完毕（共二十一万三千余人）。

丁、日本大本营正式解散。

戊、印度尼西亚民军总司令部对爪哇之荷人欧亚混血种人宣战。

１０﹐１５（九，一○）

甲、俄大使彼得罗夫正式照会，不允国军由大连登陆（时俄正运山东共军自大连登陆入东北）。

乙、第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经山西进入石家庄。

丙、第九十二军侯镜如部自汉口由美机开始空运抵北平。

丁、美机在旅顺上空被俄机攻击。

戊、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部自重庆迁上海。

己、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到重庆（共产党报对何极力攻诋）。

庚、新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龙云就职。

辛、法奸赖伐尔处死。

１０﹐１６（九，一一）

甲、北平日本空军在南苑签降。

乙、蒋主席函熊式辉、张嘉璈，运兵应海运与陆运并进，大连登陆须坚持到底，同时积极恢

复北平至沈阳铁路，作陆运为主准备（１０﹐１９收到）。

１０﹐１７（九，一二）

甲、熊式辉、蒋经国第二次会晤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六事：一、修理沈阳至山海关铁路，使

之通车。二、修理沈阳经热河至古北口铁路，使之通车。三、中国准备接收邮电及长春以外

铁路。四、发还被俄方封存之中国法币。五、由中国编练地方团队。六、行营派人赴各地视

察。马同意一、二、三各点，并允将非政府之部队解散，余需向莫斯科请示。

乙、毛泽东在干部会议席上报告重庆谈判，谓国民党决定消灭中共，亦早已决定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革命是长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

丙、第七十军陈孔达部登陆台湾基隆。

丁、新任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自重庆抵昆明接事（原任防守司令杜聿明调东北保安司令长

官）。

戊、张治中与伊宁代表阿合买提江等在迪化开始谈判，提出解决方案十二条。

己、冀东共军攻占迁安（冀东县城共军已占有十三个）。

庚、大公报重提建都北平之主张。

辛、美总统私人代表洛克到重庆。

１０﹐１８（九，一三）

甲、蒋主席亲与俄大使彼得罗夫商谈我军登陆大连问题，并愿借俄船运兵，请其报告斯大林。

乙、决定外蒙古独立之公民投票督导人内政部次长雷法章抵库伦。

丙、第九十四军牟廷芳部自上海由美机开始空运北平，转赴天津。

丁、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部在台北开始办公。

戊、美军搜查日本皇宫。

１０﹐１９（九，一四）

甲、民主同盟与中共商定交换情报及数据办法（十一月又订立合作协议）。

乙、解放日报发表【必须实现双十协议】。

丙、共军刘伯承攻占冀南平汉在线之临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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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津浦线北段又遭共军破坏。

戊、赫尔利魏德迈与杜鲁门会谈。

己、何应钦电请早日在南京设立大学补习班及临时中学。

庚、熊式辉接蒋主席１０﹐１６函，第三次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议，坚持登陆大连，马允可转

达莫斯科，并劝熊返重庆面陈苏方意见。

１０﹐２０（九，一五）

甲、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之会谈重开。

乙、美远东司长范宣德声称，美决继续协助中国成为民主统一国家。

丙、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１０﹐２２完毕）

。

丁、特派潘文华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刘文辉为川康绥靖副主任（川康部队改编为三军

两师）。

戊、蒋主席到泸州视察。

己、孙连仲部自安阳渡过漳河北进。

庚、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与苏军副参谋长巴佛洛夫斯基谈判大连登陆等问题。

辛、张嘉璈致书蒋主席，报告攸关东北经济问题，反对中俄合办。

１０﹐２１（九，一六）

甲、长春俄军代表团巴武洛夫，通知董彦平，不允编组保安队。

乙、张群、周恩来等商谈政治协商会议代表问题。

丙、蒋主席到宜宾（明日返重庆）。

丁、绥远共军占丰镇凉城。

１０﹐２２（九，一七）

甲、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自长春经北平返抵重庆，报告中俄接洽情形。

乙、魏德迈在华盛顿谈，驻华美军任务为协助中国政府收复各沦陷区。并谓华军已有三十九

师配备美军装备，并接受训练。在日本投降前原拟于八月十八日反攻广州，十月十五日以前

于广州及香港建立一海口。

丙、周恩来在重庆演说，要求国军应立即停止进攻。

丁、开封日军缴械完毕。

戊、伊宁代表阿合买提江等自迪化返伊宁。

己、麦克阿瑟令改革日本教育制度。

１０﹐２３（九，一八）

甲、俄大使彼得罗夫谒蒋主席，声明不同意我军登陆大连。蒋主席请其再向斯大林报告，根

据友谊关系，予以回答。

乙、中共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所派之八路军（约千人）由海道抵山海关（时林彪在山海关，

１０﹐２８赴沈阳）。

丙、中国空军第一联队成立，徐焕升任司令。

丁、江苏省政府改组，恢复原建制，仍以王懋功为主席。

１０﹐２４（九，一九）

甲、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绥远省府主席傅作义电毛泽东，历述两月来共军（八路军，即第

十八集团军）袭侵晋北绥东经过，如再进逼，应负内战全责。

乙、共军攻占绥远集宁。

丙、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抵台北。

丁、何应钦自南京抵广州。

戊、美国签署美国国务院保存之各国批准签署联合国宪章文件之议定书。联合国组织正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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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１０﹐２５（九，二○）

甲、王世杰面告俄使彼得罗夫，请依照熊式辉与马林诺夫斯基所商，我军改由葫芦岛营口登

陆。

乙、新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到上海，晤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

丙、台湾举行受降典礼，由陈仪主持，日军由前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代表，

全省举行庆祝会。

丁、青岛举行受降典礼，由美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司令谢勃耳及军政部接收委员陈宝仓主持，

日军由其司令官野荣二代表。

戊、河南新乡日军缴械完毕。

己、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进抵河北磁县、邯郸，共军刘伯承部大举袭击。

庚、共军吕正操攻占绥远陶林。

辛、九龙屏山居民组织保乡会，反对英人修筑机场。

壬、陕西安边驻军哗变（共党煽动）。

癸、麦克阿瑟下令停止日本对外关系。

１０﹐２６（九，二一）

甲、政府与中共之商谈续开，政府坚持铁路交通必先恢复，铁路线外区域维持现状，并请中

共军事代表早日来渝会商。

乙、马林诺夫斯基之代表巴武洛夫告蒋经国，谓中国行营人员来长春后，各地发生反俄行动，

并声明不准行营人员出外视察。

丙、熊式辉自重庆返抵长春，第四次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谈，告以我军定在大连登陆，同时由

山海关前进，请俄方协助并保证安全。马氏仅允自沈阳至锦州及沈阳至承德铁路通车，并谓

中国军队不能在大连登陆，但可在安东、营口、葫芦岛登陆。

丁、长春俄军搜查国民党党部，拘捕人员。长春警察局由中共人员接管。

戊、共军参谋长叶剑英向延安美军观察组叶顿抗议美军在秦皇岛之行动。

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自太原抵渝。

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抵北平。

辛、孙连仲自北平到新乡。

壬、共产党之新华日报开始明白攻击国军进向【解放区】，诋毁傅作义。

癸、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渝招待记者，希望勿以武力为政党斗争基础。

子、第九十四军全部由上海空运到天津。

丑、麦克阿瑟令日政府缴收一切武器（自１２﹐１起）。

１０﹐２７（九，二二）

甲、国军抵葫芦岛，遭共军射击，不克登陆。

乙、蒋经国答复昨日巴武洛夫之声明，并约其相会不果，马林诺夫斯基亦避不与熊式辉见面。

丙、美军布防北宁铁路沿线。

丁、共产党代表发表谈话，欲恢复铁路交通，必须停止进攻进兵及利用敌伪。

戊、中央社发表华北铁路被破坏情形（平汉、津浦、陇海、胶济、同蒲、平绥、北宁等线）。

己、东北各省巿负责人员开始飞赴长春。

庚、第十二战区副长官邓宝珊到归绥。

辛、何应钦自广州经汕头返抵上海。

壬、立法院通过处理汉奸条例，曾任伪职荐任以上者均须检举。

癸、杜鲁门演说美国须维持强大武力，以保持世界和平、本身自由。并提出外交政策十二基

本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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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８（九，二三）

甲、蒋经国晤巴武洛夫，说明所谓反俄运动与行营无关，盼双方合作，防止此种行动（巴态

度极傲慢）

。

乙、阎锡山在重庆发表谈话，述本年八月以来晋省共军侵扰情形。

丙、共军李先念、王震攻占湖北枣阳。

丁、陕北共军攻宁条梁。

戊、平汉铁路列车在汲县触地雷。

己、第九十二军全部由汉口空运抵北平。

１０﹐２９（九，二四）

甲、熊式辉与俄军远东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签订协定，俄军分三期撤退（沈阳以南自

十一月二日开始，哈尔滨以南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十二月二日前东北俄军全撤）。

乙、熊式辉通知俄方，中国军队暂不在大连登陆。

丙、熊式辉、蒋经国第五次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谈，马表示营口登陆可绝对保障安全，但不能

保证葫芦岛（下午一时）。

丁、杜聿明自北平抵长春，即与蒋经国往晤马林诺夫斯基，商定我军由营口登陆事（下午七

时）。

戊、共产党答复政府（１）恢复交通须停止进攻进占，停止利用敌伪，在华北八条铁路在线

均不驻兵，政府如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协商。（２）军事小组祇能在上述问题之原则决定

后，方得拟具具体办法。（３）如事先不能取得协议，中共不反对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但须

先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

己、绥远各团体电请中央制止中共部队侵犯绥境。

庚、张治中在迪化宴各民族首领。

辛、青岛区日军缴械。

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逝世。

１０﹐３０（九，二五）

甲、国军第十三军在秦皇岛登陆（第九十四军一部已由天津陆路开到）。

乙、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在河北磁县马头镇为共军刘伯承击败，俘第四十军军长马

法五等（新编第八军长高树勋与共军合作，自称民主建国军总司令）。

丙、第十六军自石家庄南进，占高邑。

丁、何应钦到北平。

戊、山东省政府改组，仍以何思源为主席。

己、远东顾问委员会在美开幕，苏俄未参加，当即决定休会六日。

１０﹐３１（九，二六）

甲、政府答复共产党要求（１）双方部队暂各驻守原地，不对他方进攻，（２）中共在铁路

线之部队移驻铁路线十公里外，中央不派兵进驻，（３）由参政会组织交通监察团会同地方

人士赴铁路线检查，（４）中央军队如在平绥、同蒲、正太、胶济、平汉及津浦北段、陇海

东段运输共同商决，（５）一个月内对中共军队驻地及整编商定根本办法，（６）政治协商会

议照原定计划立即召开。

乙、共军贺龙开始围攻归绥。

丙、杜聿明在天津谈话，国军日内在营口登陆，俄军担负安全责任。

丁、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及魏德迈谈在华美军任务为协助中国政府解除日军武装，不干涉中国

内政。

戊、行政院公布实施二五减租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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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九，二七）

甲、俄大使彼得罗夫通知外交部，谓营口已被来历不明之武装部队占领。

乙、何应钦在津谈东北俄军月底撤完。

丙、政府与中共代表续谈恢复铁路交通问题，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主铁路在线不驻兵，不运

兵。

丁、中国军队中之美国联络员由美军总部撤回。

戊、台湾日军开始缴械。

己、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成立，关麟征就职。

庚、平汉路汉口郑州间通车。

辛、大公报沪版复刊。

壬、联合国文化教育会议在伦敦开幕。

１１﹐２（九，二八）

甲、美第七舰队司令巴贝率部抵营口（共军已占据）。

乙、政府与中共代表商谈停止军事行动问题。

丙、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国事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立即停止冲突，军队编遣）。

丁、毛泽东朱德电贺高树勋。

戊、新任吉林、松江等省主席抵长春。

１１﹐３（九，二九）

甲、杜聿明自秦皇岛乘舰抵营口港外，布置国军登陆。

乙、俄方通知长春行营：一、中国空运部队可于俄军撤退前四日在长春降落。二、中国行政

人员可莅任。三、电灯电报于俄军撤退后交代（我方主将四日改为二星期）。

丙、共军占绥远和林。

丁、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副署长韩雷生抵重庆。

１１﹐４（九，三○）

甲、杜聿明派黄永安将军在营口上岸与俄军司令交涉国军登陆事，不得要领，俄顾问巴某向

蒋经国声明：一、营口已为【第十八集团军】（共军）占领，情况不明。二、国民党有十万

秘密人员分布东北，作反俄活动，希行营注意，在俄军撤退前不可组织地方团队。

乙、朱德向魏德迈抗议美军查封其天津办事处。

丙、延安解放日报责美军干涉中国内政。

丁、山西共军攻占赵城、永和。

戊、财政部公布东北九省发行流通券办法。

己、蒋总裁举行茶会，欢送韩国革命领袖。

１１﹐５（一○，一）

甲、马林诺夫斯基告熊式辉、蒋经国（第六次会议），谓葫芦岛营口已为共军占据，对国军

在营口登陆不能负安全之责，邮电铁路暂不能交还，俄军自本月十日起向北撤退，以后地方

情形不再负责，并拒绝派联络员偕同中国政府人员往各省巿接收，不允中国编组地方团队。

乙、营口国军登陆被阻，杜聿明返回天津。

丙、山海关附近国军与共军冲突。

丁、共产党之察哈尔省政府在张家口成立，张苏为主席。

戊、毛泽东向记者宣布恢复交通条件（进入解放区及其附近之政府军撤回原防，伪军全部缴

械遣散，承认解放区民主自治）。

己、交通部长俞飞鹏招待记者，报告北方一千四百十三公里均遭破坏。

庚、魏德迈到东京，晤麦克阿瑟。

辛、朝鲜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自重庆飞上海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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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一○，二）

甲、中共人员在长春公开活动，张贴反对中央政府标语（熊式辉对蒋经国表示，接收已无把

握，万一有变，将如何自处）。

乙、延安【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会】电世界青年大会，要求撤退在华美军。

丙、杜聿明到重庆。

丁、行政院设立存印物资接收委员会。

戊、苏俄外长莫洛托夫讲演，盟国必须加强合作，确实保证对日胜利，原子弹不得由某国保

守秘密。

己、远东顾问委员会复会，苏俄仍未参加。

１１﹐７（一○，三）

甲、熊式辉致马林诺夫斯基备忘录，开列六次会谈内容七点：一、俄方同意于俄军撤退前五

日，由中国空运部队至长春沈阳。二、俄方于十日前将撤兵日期通知中国。三、俄方保证空

运部队之飞行安全。四、中国可用美国飞机空运部队。五、俄方负责解除营口方面非政府军

队之武装，并保障中国军队之安全。六、中国政府所派行政人员即赴各地到任，俄方已通知

其军队协助，请作准备。七、行营即派人至哈尔滨、长春、沈阳，筹组地方团队。

乙、苏俄国庆，长春中苏首长联欢，并有巿民二万游行。

丙、延安举行纪念苏俄十月革命大会，要求惩处何应钦、阎锡山、傅作义、何思源，划定八

路军受降地区，并电贺斯大林。

丁、中共中央指示解放区减租和生产，必可战胜国民党进攻。

戊、陈诚自北平飞抵上海。

己、魏德迈在北平谈话，希望中国停止内争。

庚、共军攻占绥远萨县。

辛、胶济铁路恢复通车。

壬、居留延安十八个月之燕京大学教授英人林迈可离延安返国（

１９４２林迈可夫妇进入晋冀察边区，１９４４到延安）。

１１﹐８（一○，四）

甲、中共答复１０﹐３１政府所提条件，要求下令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中央军自进占区及八

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剿匪令，保证不再进攻解放区（对政府所提办法未提及）。政府主将恢

复交通，避免冲突事件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讨论。

乙、杜聿明自重庆返天津（明日去秦皇岛）。

丙、共军开始围攻绥远包头。

丁、国军收复湖北枣阳。

戊、重庆二十七种杂志联合呼吁：【不要内战】

。

己、魏德迈到沪，重申在华美军任务为协助华军受降。美国务院以对华外交要领通知驻华大

使馆，以促进中国安定统一为主，中国现政府为国民党专政，政权无力，军队贪污，政治缺

乏人身安全保障，应迅速建立宪政，必须随时注意现实状况，在华美军不得卷入内战，亦不

得予中国政府以戡剿叛乱之便利（１０﹐２２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所决定）。

庚、【海珠】轮在虎门沙角爆炸，遇难乘客二千余人。

１１﹐９（一○，五）

甲、熊式辉宴马林诺夫斯基，马表示全部邮电可交还，多余武器亦交中国政府。

乙、驻会参政员建议政府提前召开参政会，制止国内冲突，保障和平统一。

丙、魏德迈抵重庆。

１１﹐１０（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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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熊式辉自长春飞北平转重庆。

乙、俄巴武洛夫通知董彦平，中国空军部队可自１１﹐１７及１１﹐２０分别在沈阳长春降

落，每次一架。

丙、长春铁路公司理监事会在长春成立，中苏理事均出席。

丁、共军王震再占湖北枣阳。

戊、四川綦江铁路通车。

己、英军猛攻爪哇泗水。

庚、西贡越法激战。

１１﹐１１（一○，七）

甲、复员整军会议在渝开幕，第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阎锡山、顾祝同、刘峙、孙蔚如、余汉谋、朱绍良、薛岳、李品仙，第一、二、三、四方面

军司令官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及各集团军总司令等均出席，蒋委员长致训词。

乙、长春俄方通知蒋经国，允协助中国空运部队，哈尔滨有枪三千可交行营。

丙、美船运国军到秦皇岛登陆。

丁、苏北共军攻占盐城。

戊、经济部长翁文灏抵北平。

己、英首相阿特里、加总理金氏与杜鲁门会商原子能控制问题。

１１﹐１２（一○，八）

甲、国民政府明令定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

乙、熊式辉到重庆，蒋主席决撤退长春行营。

丙、中共军二千进入长春巿区，郊外大屯飞机场亦被占领。

丁、共军贺龙猛攻归绥，竟日激战。

戊、中国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宣言，呼吁和平，成立联合政府。

己、美国陆军部次长柏德森谈话，在华美军任务为协助中国政府解决日军问题，决不参加内

争，如遇攻击，必予有力抵抗。

庚、教育部长朱家骅自上海抵北平。

辛、自渝东下木船在酆都沉没，遇难乘客百余人。

壬、中国宪政党在加拿大蒙特娄举行全美党员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民主宪政党】，选伍

宪子为主席，李大明为副主席（中国宪政党主席徐勤于是年春病卒天津）。

１１﹐１３（一○，九）

甲、中苏友好协会之【光明日报】在长春出版（共产党报，此外尚有【团结报】、【青年新报】

等）。

乙、王世杰将派兵被阻，东北接收发生阻障情形，通知俄大使彼得罗夫。

丙、俄大使通知外交部，中国空运长春等地部队，以宪兵警察为限。

丁、国军占冀东抚宁。

戊、军训部长白崇禧在整军会议宣布裁撤各军官分授及各班团。

己、美军派于中国战区作战指挥部之联络军官正式结束。

庚、伊宁代表阿合买提江等再到迪化，提出条款十一款。

１１﹐１４（一○，一○）

甲、长春俄军卫戍司令所派共党巿长接事。

乙、王世杰向俄使彼得罗夫另提接收东北办法。

丙、复员整军会议闭幕。

丁、赫尔利发表声明，指责中共违背波茨坦公报及远东盟军总部对于日军向国民政府投降之

规定，在华美军有协助中国军队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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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国军在青岛登陆。

己、魏德迈向华盛顿报告，渠曾建议蒋委员长，在进入东北以前，巩固长城以南，长江以北

之地区（寻再建议控制华北）。

庚、美国务卿宣布杜鲁门下令再予中国租借协助，以达成全中国日军投降任务。

辛、新华社斥魏德迈不干涉中国内政说。

１１﹐１５（一○，一一）

甲、本日重庆报纸刊出毛泽东之【沁园春】词。

乙、长春出现大批标语，诋毁攻击东北行营及中央政府人员。

丙、国军自秦皇岛进抵山海关。

丁、夜，蒋主席下令东北行营及接收人员全部自长春撤退。外交部即通知俄大使彼得罗夫，

决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

戊、延安解放日报斥美舰运国军登陆青岛、秦皇岛。

己、杜鲁门、阿特里、金氏发表声明，原子弹秘密暂保留，希望联合国迅立机构，负责保管。

庚、驻华美军空军代表团在重庆成立，蓝度任团长。

辛、蒋委员长召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各方面军司令官谈话（共三日）。

壬、国军第六十二军在台南登陆。

癸、冀南共军攻占肥乡。

１１﹐１６（一○，一二）

甲、国军越山海关，出长城，共军被迫撤退（共军为第十六军分区李运昌部三万人）。

乙、蒋经国、莫德惠、刘哲等离长春返抵北平。

共产党在长春召开巿民大会，被苏方驱散。

丙、魏德迈在沪声明，如美军在唐山秦皇岛间被袭，即执行适当军事行动。

丁、北平日侨开始集中。

戊、九龙屏山乡民为修筑机场，向香港总督请愿。

己、爪哇泗水共军与印度尼西亚人激战七日，华侨死伤五万。

１１﹐１７（一○，一三）

甲、俄使彼得罗夫照会王世杰，否认支助中共，表示东北俄军可延缓一二个月撤退。

乙、蒋主席与何应钦、阎锡山、程潜、张群、熊式辉、陈诚、徐永昌、王世杰、刘斐商东北

问题，决先空运部队至长春，以考验苏俄诚意。

丙、东北各省主席及接收人员撤离长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及军事代表团长董彦平仍留。

长春巿上满布中共部队。

丁、共产党号召之东北九省人民代表大会在沈阳举行（张学诗领导），会未毕，以苏方干涉，

即停止。

戊、延安权威人士评国民大会召开问题，斥国民党决心内战。

己、张群、周恩来等连日商谈。

庚、联合国文化教育会议闭幕。

１１﹐１８（一○，一四）

甲、俄方挽留长春之中央人员，俄军暂缓撤退（已撤者又返回）。

乙、天津缴械日军开始输运返国。

丙、麦克阿瑟下令废除所有日本航空设施。

丁、伊朗北部发生叛乱（苏俄策动）。

１１﹐１９（一○，一五）

甲、自山海关前进之国军抵绥中。

乙、上海商会、总工会、教育会等电请戡定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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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重庆民主同盟领导之【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

丁、九龙屏山乡民请求政府与英方交涉停筑机场。

１１﹐２０（一○，一六）

甲、大公报发表【质中共】社评。

乙、驻华大使赫尔利在纽约太阳报为文响应生活杂志鲁斯之【中国：什么是和平的代价】，

答复在华美军暂不撤回之原因。

丙、阎锡山离重庆返太原。

丁、中美签订购买美国在华全部剩余物资协议。

戊、云南省政府改组，仍以卢汉为主席。

己、九一八事变之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自杀。

庚、艾森豪威尔任美陆军参谋总长尼米兹任海军作战部长。

１１﹐２１（一○，一七）

甲、青岛国军被共军袭击。

乙、包头国军董其武击退共军。

丙、中美三峡水电开发合约在美签订。

丁、法国戴高乐之新阁成立。

１１﹐２２（一○，一八）

甲、外交部长王世杰电覆美国务卿贝尔纳斯，赞同增强并扩大联合国权力，希望尽速成立原

子能管制会。

乙、出关国军进驻兴中及葫芦岛。

丙、交通部船舶调配委员会成立。

丁、华北伪联银券五元折合法币一元，今日起实行。

１１﹐２３（一○，一九）

甲、国府公布处理汉奸条例。

乙、官方报告，平汉路自北平通至石家庄，平绥路至南口，北宁路至绥中。

１１﹐２４（一○，二○）

甲、美海军陆战队司令洛基到重庆，晤蒋主席。

乙、魏德迈在沪谈话，华北美军暂不撤退，助华整军之事，在考虑中。

丙、俄使照复王世杰，新提东北接收办法，由马林诺夫斯基与中国代表决定。

丁、长春俄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之经济顾问斯拉特哥夫斯基，正式向张嘉璈要求中、苏共

同经营东北工矿及民航事业（计一百五十四种）。

戊、中共军队十余万人，大举攻鲁南之临城、枣庄、韩庄、沙沟，与第十九集团军陈大庆部

冲突。

己、国军自北平抵南口。

庚、行政院公布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

１１﹐２５（一○，二一）

甲、张嘉璈自长春经北平返重庆。

乙、周恩来自重庆返延安。

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钱端升、闻一多等在云南大学召集学生举行座谈会反对内战，与

军警冲突。

丁、共军以大炮攻击归绥。

戊、平津日军集中缴械（１１﹐８已有一部份缴械）。

己、长春铁路通车。

庚、行政院通过设置国立台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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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军政部长陈诚宣布裁汰机构及缩编军队计划。

１１﹐２６（一○，二二）

甲、国军进抵锦州。

乙、最高经济委员会成立，宋子文为委员长，蒋主席宣布经济建设目标及五年计划（杜鲁门

私人代表洛克之建议）。

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罢课。

丁、教育部长朱家骅自上海返重庆。

戊、印度尼西亚宣布泗水之战，华侨死伤五万五千人。

１１﹐２７（一○，二三）

甲、驻华美大使赫尔利宣布辞职，发表声明，抨击国务院之职业外交家。

乙、美总统杜鲁门以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元帅为驻华特使，兼大使衔。

丙、美政府决定后撤在华陆战队，加运华军赴华北东北，设军事代表团，继续调解中国内争。

丁、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副署长韩雷生及蒋廷黻在沪宣布救济物资陆续来华。

戊、行政院宣告战时生产局及运输局取销。

己、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单发表。

庚、伊宁代表阿合买提江等又返伊宁。

１１﹐２８（一○，二四）

甲、苏俄塔斯社报导，中苏已商定东北苏军展期撤退（此为蒋经国与马林诺夫斯基协议，中

央社寻宣布双方商定明年一月三日为苏军完全撤退之期）。

乙、美国务院远东司长范宣德提出对华行动计划大纲，扩大国民政府基础，容纳其它政治份

子，美国不应支持一党政府，国共应发表休战宣言（参看１２﹐１５杜鲁门声明）。

丙、魏德迈及美第七舰队司令巴贝到重庆，晤蒋主席（明日返沪）。

丁、朱德在延安对美记者谈话，主东北人民成立地方性之联合政府。

戊、昆明学生发表制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组织联合政府宣言，罢课风潮扩大。驻昆明之

第五军政治部组织反罢课委员会，双方发生斗殴（龙云旧部亦从中煽动）。

１１﹐２９（一○，二五）

甲、杜鲁门宣布马歇尔赴华，将遵循对华一贯政策。

乙、国军自锦州抵沟帮子。

丙、共军贺龙二次猛攻包头。

丁、傅作义发表【愿同声一呼反对内战】。

戊、平津日军缴械者已达五万九千余人。

己、英军完全占领泗水。

１１﹐３０（一○，二六）

甲、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函覆众议员安德逊，阐明对华政策在建立一强大团结民主之中国，俾

能致力远东之和平及稳固。

乙、俄使彼得罗夫照会王世杰，东北俄军延期一个月（至１９４６﹐１﹐３１）撤退（由马

林诺夫斯基与蒋经国商定）。

丙、朱德答外国记者，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成立全国及东北联合政府。

丁、国军击败山西共军，重克赵城。

戊、鲁南临城滕县激战，共军约十二万人，由彭德怀指挥。柳泉利国驿间铁路完全破坏。

己、中国工程师学会等团体发表时局宣言，望共产党停止军事行动。

１２﹐１（一○，二七）

甲、国军自沟帮子进抵打虎山。

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与第二军官总队学员冲突，有人投手榴弹，学生死八人，伤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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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丙、美驻华军事代表团成立，魏德迈任团长。

丁、派叶楚伧、钮永建为苏、浙、皖、京、沪宣慰使。

戊、台南日军开始缴械。

己、新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就职。

庚、兵役部正式改为军政部兵役署，军法执行总监撤销，业务移交军法司。

辛、大公报津版复刊。

１２﹐２（一○，二八）

甲、张嘉璈、蒋经国自重庆飞抵北平。

乙、交通部发表，十一月下旬各铁路遭共产党破坏者达七十一处（拆路轨、炸桥梁、焚站房、

毁电线，共党有铁路破坏队、铁路工作队）。

丙、麦克阿瑟下令续捕日本战犯平沼、广田等。

丁、中国青年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

１２﹐３（一○，二九）

甲、东北俄军应于今日撤退。

乙、围攻包头之共军贺龙萧克二次被国军董其武及自宁夏来援之马全良部击溃。归绥附近共

军炮轰城垣。

丙、河北国军收复长垣。

丁、中共发言人王炳南告美大使馆，中共决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戊、上海法领事违法逮捕法籍战犯卡可平诺，秘密拘禁。

１２﹐４（一○，三○）

甲、张嘉璈、蒋经国自重庆返长春（１２﹐５晤马林诺夫斯基，谓中俄合办工矿问题，于俄

军撤退后方可商谈，时共党标语多已撕去。１２﹐７俄方答复，东北工矿为俄军战利品）。

乙、行政院派蒋梦麟为赔偿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丙、西南联大惨案凶犯公开审判。该校师生要求澈查惩办。

丁、救济善后总署拨赠我国医院六百六十所，产科医院五百五十所。

戊、阿根廷首任驻华大使安尔诗呈递国书。

己、美军人员二名在河北卢龙为共军击毙，美军即炮击报复。

１２﹐５（一一，一）

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重庆互换。

乙、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和马林诺夫斯基商谈，空运中国军队一师至长春，陆军二师至沈

阳，蒋请俄军解除驻区内非法武装。

丙、前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申诉，指摘前任大使馆参赞艾哲逊及谢伟志破

坏美国对华政策（艾氏曾告毛泽东等，赫氏不能代表美国真正政策）。

丁、围攻包头之共军完全溃败。

戊、共军攻占山东博山。

己、共军曹志福开始盗东陵康熙、咸丰、同治三陵（１２﹐２５毕）。

庚、中央派遣大员分赴各收复区宣慰。

辛、中荷新约互换。

１２﹐６（一一，二）

甲、麦克阿瑟下令捕近卫文●、木户幸一等。

乙、平津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齐燮元、许修直、汪时璟等百余人被捕。

丙、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到昆明，处理学潮。

丁、纽约时报记者窦真安自延安电告，中共教育机关正向张家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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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修正公布惩治汉奸条约废止。

１２﹐７（一一，三）

甲、蒋主席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对学潮决作公平处置，盼即日复课。

乙、蒋主席命熊式辉转告张嘉璈，切勿与苏俄及董必武谈共军之事。

丙、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自锦州到重庆，谒蒋主席。

丁、魏德迈与麦克阿瑟在东京会谈。

戊、杜鲁门告报界，马歇尔到华，可协力促使中国团结。

己、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声明，对华根本政策，在建立强大团结民主之中

国，国民政府须加扩大以容纳其它各大集团之代表。并答复赫尔利之申诉，为职业外交家辩

护。

庚、共军攻襄樊东北之双沟（１２﹐１０被击退）。

１２﹐８（一一，四）

甲、熊式辉及冯庸、刘哲等自重庆到北平（熊函蒋经国于１２﹐２０前回重庆，准备去莫斯

科）。

乙、辽宁省政府进驻锦州。

丙、平津汉奸逮捕工作告一段落，周作人、文元模、曹汝霖、殷汝耕、张璧、荣臻、余晋龢、

周大文、管翼贤、陶尚铭、温世珍、杜锡钧、潘毓桂、冷家骥、刘玉书、池宗墨、邹泉荪、

张燕卿等均被拘。

丁、军政部长陈诚谈，首期整军工作完成。

戊、行政院第一批还都人员到南京。

１２﹐９（一一，五）

甲、马林诺夫斯基与张嘉璈、蒋经国商定俄军撤退日期再展至明年二月一日。

乙、第五师师长李则芬抵长春，准备国军空运事宜。

丙、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为昆明学潮事免职，由霍揆彰代理。

丁、归绥城郊炮战。

戊、河北省府主席孙连仲谈全省已规复四十余县。

己、成都学生为追悼昆明死难同学，举行大会并游行。

１２﹐１０（一一，六）

甲、美国务卿贝尔纳斯签署范宣德所拟之备忘录，命马歇尔劝令国民政府扩大组织，容纳各

党各派。

乙、财政部长俞鸿钧与俄大使彼得罗夫签订财政协议，允东北俄军发行红军票，将来由中国

兑换收回，其损失归日本赔偿。

丙、杜聿明自重庆抵北平（明日对准备空运赴长春之部队训话，即返锦州）。

丁、国军再克山东博山，击退共军。

１２﹐１１（一一，七）

甲、蒋主席到北平，巡视并慰问北方同胞。

乙、报载伊犁事变问题解决，哈萨克军编为地方保安队，哈人得任省政府委员，县以下官吏

民选。

丙、马歇尔、贝尔纳斯与杜鲁门会商中国问题。

丁、贝尔纳斯保证莫斯科会对于有关中法事项，必与两国磋商。

戊、派梁华盛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

己、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惨案（１２﹐１）凶手陈奇达、刘友治枪决（按此二人原为因盗卖军

用品被判死刑之军官，并非真正凶手）。

庚、四川大学查获共产党煽动学潮工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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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行政院政务处裁撤，添设副秘书长，以朱忠道任之（原任政务处长徐道邻已辞职，徐于

上月曾控告冯玉祥、张之江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杀害其父树铮）。

１２﹐１２（一一，八）

甲、蒋主席在北平发布公告，准许人民陈诉痛苦。

乙、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自长春到北平（空运部队原定昨日开始，又不果）。

丙、俄人拆运东北鞍山钢铁厂机器，经大连运往海参崴。

丁、中国青年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发表宣言，反对以武力作政争工具。

戊、前伪江苏省长陈则民被判处死刑（１２﹐２４改判无期徒刑）。伪江苏高等法院院长陈

福民判处无期徒刑。

１２﹐１３（一一，九）

甲、蒋主席接见平津军政要员，并视察各机关。

蒋经国自长春来（１２﹐１７飞重庆）。

乙、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到北平。

丙、共军攻占河北衡水。

１２﹐１４（一一，一○）

甲、蒋主席召集北平党政军负责人茶会，并分别指示。

乙、东北名宿张作相王树翰翟文选到北平谒蒋主席。

丙、空运部队赴东北又发生阻碍。

丁、共军攻冀东滦州，未逞。

１２﹐１５（一一，一一）

甲、美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阐述对华政策（１）希望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及其它

持有武装部队，停止冲突。由各主要政治份子代表共同参加之全国性会议，促成统一。（２）

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如其基础扩大，容纳其它政治份子，必能促进中国之

和平、统一，与民主改革。一党训政，似须修改。（３）共产党自主军队之存在，实与中国

政治团结背道而驰，实际上使中国政治团结为不可能。广泛代议制之政府建立之际，中国境

内所有武装部队应归编国军。（４）中国按照上述途径向和平团结之道迈进之际，美国即协

助国民政府从事建设，改善经济，建立军事体制。（５）重申有关中国解放之开罗宣言，波

茨坦宣言，中苏新约，包括将东北归还中国，清除日本在华势力，在华北之美国陆战队即在

继续协助国民政府解除收复区内日军武装，并使其撤退。

乙、马歇尔元帅离华盛顿来华。

丙、蒋主席在北平茶会招待中外来宾，到靳云鹏、张作相、朱启钤、谷锺秀、陈垣、陆志韦

及美军驻平津长官、英美记者，对北方困苦艰难，备致慰问，并赞扬其坚贞不屈精神。

丁、北平巿商会呈蒋主席，请建都北平。

戊、蒋经国自北平返抵长春。

己、政府发言人说明国军与中共部队避免冲突洽商经过。

庚、在北平被捕之曹汝霖保释。

辛、绥远国军收复萨县，共军东退，包头归绥解围。

壬、鲁南共军攻占滕县。

１２﹐１６（一一，一二）

甲、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之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陆定一及随员

三十余人自延安到重庆。

乙、蒋主席对北平学生一万八千人训话，勉以打破私念，严守纪律，自立自强，负起建国责

任。

丙、蒋主席令主管机关，从速使接收厂矿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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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被盟军指为战犯之前日本首相近卫文●服毒自杀，年五十三岁，遗书自认须负中日战争

责任。

戊、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开幕。

己、胡厥文、黄炎培、李烛尘、彭一湖、黄墨涵、章乃器、施复亮等之【民主建国会】在重

庆成立。

庚、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曾琦为主席。

辛、共军攻山西中阳，被击退，另支（刘伯承部）入河北临城。

１２﹐１７（一一，一三）

甲、美海军部长福尔斯特尔建议国会，授权总统，协助中国建设强大海军，维护太平洋和平。

乙、中国共产党发言人谈话，欢迎杜鲁门声明。

丙、延安记者电慰被拒来华之美记者史诺、爱金生、斯托威等。

丁、西南联合大学原定今日复课，一部分学生反对，未果。

戊、鲁西共军攻占陶庄。

１２﹐１８（一一，一四）

甲、蒋主席谈话，赞同杜鲁门声明。

乙、蒋主席自北平抵南京。

丙、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在重庆招待中外记者，说明任务及提案，首须解决停战问题，

次商和平建国方案，军队国家化须待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或俟政治民主化一步，军队国家化

一部，宪法政府完成，军队国家化完成。

丁、张嘉璈、蒋经国离长春赴北平。

戊、国府严饬收复区各省巿遵办免赋一年令。

己、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史东离沪返美。

庚、中苏军事代表董彦平与特洛曾科再谈东北问题。

１２﹐１９（一一，一五）

甲、苏联【真理报】发表反对美军在华北屯留之文章，并谓苏军留驻满洲，较任何一外国军

队留驻华北更有理由。

乙、张嘉璈、蒋经国到南京，谒蒋主席请示（明日张回北平）。

丙、蒋主席谒孙总理陵墓。

丁、驻华之美国第十航空队结束。

戊、外交部长王世杰自重庆到南京。

己、美总统咨文国会，主设国防部，统一陆海空军指挥，须防第三次大战。

庚、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复课。

１２﹐２０（一一，一六）

甲、美驻华特使马歇尔元帅抵上海，何应钦等迎候。

乙、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发告所部将士书，撤退计划延缓实行，继续协助遣送日军工作，

并运输国军至收复区，支持马歇尔元帅，完成使命。

丙、陆军总司令部派任塘沽、基隆、高雄、海防等十处港口司令。

丁、蒋主席行辕布告南京巿民陈诉。

戊、国军收复湖北枣阳，败共军王震。

己、江苏共军攻占邵伯，围攻高邮，河北共军毁天津西北之双口河头二村。

１２﹐２１（一一，一七）

甲、马歇尔到南京，蒋主席迎于机场，晚间长谈。

乙、张嘉璈自北平返抵长春，蒋经国自南京到重庆。

丙、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以中共所传美军攻击华北八路军事之调查结果报告蒋主席，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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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

丁、津浦路徐州浦口段畅通。

戊、麦克阿瑟声明对日统制暂告段落，今后将致力教育指导工作。

１２﹐２２（一一，一八）

甲、马歇尔自南京到重庆。

乙、新任长春巿长赵君迈视事，长春开始接收。

丙、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开业，东北流通券发行。

丁、美舰运送国军装备抵葫芦岛。

戊、山西中阳闻喜国军共军激战，河北共军攻井陉，并毁定县铁路，山东韩庄为国军收复。

己、日报正式承认在中国之日本军民一部分加入共军。

１２﹐２３（一一，一九）

甲、蒋主席自南京返抵重庆。

乙、马歇尔晤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

丙、外交部长王世杰自南京回重庆。

丁、关外国军进至北镇。

戊、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在渝成立，并招待中共及民主同盟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１２﹐２４（一一，二○）

甲、关外国军进驻打虎山及黑山。

乙、行政院长宋子文自重庆抵上海。

丙、越南独立同盟会领袖胡志明，越南革命同盟会领袖阮海成，越南国民党领袖武鸿卿联合

声明团结一致，改组政府，筹开国民大会。

１２﹐２５（一一，二一）

甲、蒋主席夫妇邀马歇尔午宴，长谈至日夕。

乙、蒋经国应斯大林之邀，离渝赴莫斯科。

丙、伊宁代表阿合买提江等再到迪化。

丁、关外国军进入台安。

戊、抗战期间所建筑之宝天铁路试车（明年一月一日通车）。

己、海军训练团正式在青岛成立，张凤仁为主任。

庚、汉奸王克敏病死北平狱中。

辛、前日本之【华南派遣军司令】酒井隆在北平附近被捕（自认与中共勾结）。

壬、山东共军炸胶济路之杨河、弥河两铁桥。

１２﹐２６（一一，二二）

甲、马歇尔邀晤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沈钧儒、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并晤军政部次

长俞大维。

乙、山东共军袭攻济南。山西共军袭襄陵。

丙、新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视事（第一区苏北司令汤恩伯，第二区山东司令王耀武）。

丁、平汉路车在正定附近触地雷。

１２﹐２７（一一，二三）

甲、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之会谈恢复，交换

停止军事冲突及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中共书面建议（１）停止一切军事冲突。（２）受降解

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运兵及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另行协商。

（３）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之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赴内战区域进行实地考察）。

乙、马歇尔邀晤东北民主同盟之周鲸文及中共之周恩来。

丙、大公报答复本月十九日莫斯科真理报论文，同意美军暂留华北，至任务完了即应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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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苏军至任务完了，亦必如约撤去。

丁、宋子文自上海抵北平视察。

戊、第十一战区副长官李延年在济南接受山东区日军细川忠廉中将之降（日军七万余人）。

己、美英苏三外长会议闭幕。

庚、沈阳巿正式接收，巿长董文琦就职。中央及中国银行分行开幕。张嘉璈自长春到沈阳。

辛、昆明各校一律复课。

壬、津浦路津徐段之桃山集路桥被毁。

癸、苏北共军攻入高邮外城，山东共军占禹城晏城。子、山西共军扰赵城。丑、浙江大学教

授文学院长梅光迪卒，年五十五岁。

１２﹐２８（一一，二四）

甲、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发表，其直接关于中国者为（１）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

建立一团结而民主之中国，由民主份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之各部门，且必须停止内争。（２）

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政策。

（３）中国境内苏军撤退，延期至二月一日。华北美军俟日军解除武装并遣送之后，即行撤

退。

乙、三国外长会议公报：（１）对义、罗、保、匈、芬和约由三国筹备起草。（２）设远东委

员会代替远东顾问委员会，由苏、英、美、中、法、荷、加、澳、纽、印、菲十一国组织之；

另由美、英、苏、中四国组织对日本委员会，作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执行管制之咨询机关，

并由麦任主席。（３）美苏在朝鲜驻军代表合组委员会，协助设立朝鲜临时政府，并决定其

独立计划，在独立之前，由美、苏、英、中四国实行五年之托治。（４）中国问题。（５）罗

马尼亚及（

６）保加利亚俟其改组后，美英可予承认。（７）建议联合国大会设置原子能管制委员会（此

公报由莫洛托夫、贝文、贝尔纳斯签字，日期为十二月二十七日。伊朗问题未提及）。

丙、朝鲜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不满三国外长公报。

丁、济南日军开始缴械。

戊、共军破坏北段津浦路之泊头镇。平汉路北段列车在石家庄北之新安附近触地雷，毁客货

车六辆。

己、山西共军猛攻翼城，并毁同蒲路南段。

１２﹐２９（一一，二五）

甲、关外国军进驻义县及清河门，分路进入热河。

乙、张嘉璈到哈尔滨（１﹐２回长春）。

丙、马歇尔邀晤青年党代表左舜生，并接见王宠惠、张群、陈立夫。

丁、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发表，首席代表王世杰，代表顾维钧、傅秉常、钱泰、张彭

春。

戊、日本共产党冈野进离延安返国。

１２﹐３０（一一，二六）

甲、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接见蒋主席之负责代表蒋经国，商谈交收东北事宜（史表示

如中国将美国势力排出东北，而由中俄共同经营，即令中共接受蒋主席之领导）。

乙、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广播莫斯科会议情形，中谓如中国因内讧分裂，将不能得其应有之地

位，而履行国际义务。三强对华政策成立谅解，可帮助马歇尔履行其所负使命。

丙、国军第十三军石觉部进驻热河阜新。

丁、张群、吴铁城访马歇尔。

戊、中共赞扬三外长公报。

己、民主同盟致函政府及中共代表，请于元旦日下令停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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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山东共军攻占曲阜。

辛、共军破坏津浦路徐浦段之符离集以北路轨。

江北共军侵占扬州泰州间之宜陵。

壬、参政会驻会委员审查政府总预算竣事，建议增设资产累进捐，提用美国冻结外汇，提高

教育经费（至总预算百分之五），裁并骈枝机关以提高公教人员待遇。

癸、南京设置警备司令部，施中诚（七十四军长）任司令。

１２﹐３１（一一，二七）

甲、政治协商会议定明年一月十日举行。

乙、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会议，政

府代表提出停止冲突切实方案：（１）停止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２）与停

止冲突，恢复交通及其它与受降有关事项，由政府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商定办

法，提请政府实施。（３）由参政会推定公正人士五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

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它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

亦请其推定公正人士参加。

丙、蒋主席招宴外国使节，中枢要员，庆祝胜利，并为马歇尔特使贺寿。

丁、海军总司令部结束，业务由军政部海军处接管，舰队暂由陆军总司令部指挥。

戊、宋子文在北平宣布处理敌伪产业办法十六条。

己、共军攻占河北遵化及山东巨野、郾城及禹城车站。

庚、韩人反对托治，汉城示威罢工。

辛、日皇敕书，摒弃神道教及以天皇为神之信仰。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４６──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丙戌

１﹐１（一一，二八）

甲、蒋主席元旦广播，阐释当前国是及政府决策：（１）巩固国家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国家

统辖。（２）完成复员计划，解除民众痛苦，以确立建设基础。（３）尽速实现民主宪政，还

政于民，造成全民政治（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延揽各方贤达，参加政府）。（４）精诚团结，

彻底合作，决不能使国家陷于无秩序无政府状态。（５）以一切和平方法，解决国内纷争，

但革命责任不能放弃，国家统一不容损害，根本大法不容变更，政府基础不容动摇。（６）

复兴建设良机不容错过，及时奋发，自求自助。

乙、蒋主席勖勉文武百僚，加速进行复员工作，充分提高行政效率，树立建国风尚，发扬自

动负责精神，办事注重联系合作。

丙、宋子文在北平演说，今年为建设准备年，先恢复原有经济事业，尽年内恢复交通，稳定

物价，确定外汇比率，发展国际贸易。

丁、公布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

戊、莫斯科广播，盼国民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建设民主事业。

己、张嘉璈与哈尔滨苏军驻满洲北部军司令马克西莫夫会谈，商北满各省市交收事宜。

庚、哈尔滨市政接收，市长杨绰庵就职。

辛、公布新疆省政府南疆行署组织条例（设莎车）。

壬、郑州绥靖公署成立，刘峙为主任，胡宗南、刘汝明、孙震为副主任。

癸、特派鹿锺麟抚慰绥远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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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共军袭滦东唐山。

丑、设立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

寅、战时运输局结束，公路总局成立。

卯、本日起，全国车辆一律靠右行驶。

辰、中央军官学校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

巳、越南民主共和临时政府（越盟政府）改组为越南民主共和临时联合政府，主席仍为胡志

明，副主席为阮海成。

午、英国暹罗和约在新嘉坡签订。

未、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对法领事抗议其违法越权，擅捕战犯。

１﹐２（一一，二九）

甲、行政院决议：（１）收复省区田赋，自沦陷之日起至收复之日止，一律免予追收。（２）

全国烟毒限二年禁绝，收复区烟民，限六个月戒瘾。

乙、张治中与伊宁代表阿合买提江等订立伊宁事件协议十一条及附文二种。

丙、新疆乱党陷叶尔羌（１﹐３０收复）。

丁、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自北平抵天津视察（由榆关迄北宁路之廊坊，津浦路之德州，均归

东北行营统辖）。

戊、马歇尔邀晤华西公司总经理胡光麃。

己、华北宣慰使张继、鹿锺麟到天津。

庚、麦克阿瑟管理日本报告发表。

１﹐３（一二，一）

甲、中国共产党同意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府提案之原则，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邮电、

航空交通，并撤除对解放区封锁。军事考察团由政治协商会议推请各界人士组织之。

乙、政府与中共代表续谈。

丙、山西共军连续炸毁同蒲铁路北段。

丁、国军进至新民近郊之大黄旗堡。

戊、东北俄军撤退初次展期届满。

己、马歇尔接见中国农业协进会理事长董时进及于斌主教。

庚、处理伊犁事变之张治中离迪化东归（１﹐６到渝）。

辛、上海法领事将其擅自拘捕之法籍战犯卡可平诺交由法舰白兰丁押运他去。

壬、吉隆坡英军殴伤中国军官二人，并包围其住所，抢去鎗械衣物。

癸、广东工矿事业接收竣事。

１﹐４（一二，二）

甲、东北宣慰使莫德惠自长春抵沈阳，受民众热烈欢迎。

乙、国军进入热河北票。

丙、马歇尔告周恩来，美政府曾允助国民政府军队开入东北。

丁、平津敌伪产业接收工作重行整理转移，宋子文院长离平到津，指示管理。

戊、白崇禧自重庆到南京。

己、麦克阿瑟命令（一）立即解散一切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及秘密组织（包括黑龙会，

玄洋社，大东亚协会，防共同盟，极端国粹主义党，日本青年俱乐部，大日本革新社等二十

余单位），（二）任何人曾参与拟订或支持日本侵略政策者，均不得担任公职。

庚、新疆乱党陷泽普（１﹐２９收复）。

１﹐５（一二，三）

甲、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会谈，商

定方案，（１）停止一切军事冲突，恢复一切交通。（２）由张群、周恩来与马歇尔组三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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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议有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及受降遣俘等事办法。（３）由国民参政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

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分赴发生冲突区

域考察军事状况及其它与和平恢复有关事项。

乙、马歇尔谒蒋主席并接见周恩来、张群。

丙、国军开始自北平空运抵长春（第一批为保安队二百二十三人）。

丁、魏德迈在上海谈话，美方将继续以飞机轮舰运送国军前往东北，并将续有美军来华。

戊、国军进驻热河朝阳。

己、国民政府公告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并由内政部将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决议通知外蒙古政府。

庚、广九铁路迭遭共军破坏。

１﹐６（一二，四）

甲、国民政府公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协商范围为和平建国方案，及国民大会召集有关

事项，开会时国民政府主席为主席，商定事项由主席提请国民政府实施。

乙、蒋主席聘请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以上国

民党），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以上共产党），曾琦、

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德（以上青年党），张澜、罗隆基（以上民主同盟），张君劢、

张东荪（以上国家社会党），沈钧儒、张申府（以上救国会），黄炎培（职业教育社），梁漱

溟（村治派），章伯钧（第三党），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

铭、缪嘉铭、李烛尘（以上无党派）三十八人为政治协商会议会员。

丙、宋子文自天津到青岛。

丁、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设计组及第五军副军长彭璧生到沈阳。

戊、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学生殴打班主任王书林。

己、前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自美抵沪。

１﹐７（一二，五）

甲、张群、周恩来与马歇尔之三人军事小组开始会商，决定恢复交通及取消中共区域封锁办

法。

乙、政治协商会议举行谈话会，孙科主席，一致同意造成和谐空气，容忍互让，自责自勉。

丙、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举行酒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各代表及中外来宾。

丁、宋子文自青岛飞上海。

戊、香港总督哈科特到重庆访蒋主席（１﹐１０回港）。

己、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陶威尔抵上海。

庚、何应钦自南京飞重庆，白崇禧代理陆军总司令职。

辛、中国厄瓜多尔订立友好条约。

１﹐８（一二，六）

甲、张群、周恩来与马歇尔之三人军事小组竟日商谈。

乙、驻苏鲁交界之新编第六路军总指挥郝鹏举，自称民主联军总司令，叛归共军（郝原为淮

海省长，投降后曾受勒索）。

丙、宋子文在上海指示进行抛售物资平抑物价。

丁、河南共军李先念、王树声、皮定钧围攻潢川。山东共军第八旅贺健围攻兖州。

戊、访问暹罗代表团由李铁铮率领离渝飞河内。

１﹐９（一二，七）

甲、三人团续商停战办法，中共反对国军接收赤峰多伦。

乙、国军进驻营口及热河之叶柏寿。

丙、熊式辉、沈鸿烈自北平飞抵锦州。莫德惠抵哈尔滨。

丁、空运保安队之飞机二架在长春上空互撞失事，死伤四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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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电蒋委员长辞职，希望各党派斩断以兵争政之

恶观念，军队交还国家，互调防地。

１﹐１０（一二，八）

甲、上午八至十时，马歇尔与政府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商定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办

法：中华民国国军及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应即实行下开命令：（１）一切战斗行动，

立即停止。（２）除另有规定者外，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

地方安全之必要军事调动，乃属例外。（３）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

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

４）为实行停战协议，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政府代表，中共代表，美国代表各一人

组成之，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布之。双方声

明下开规定亦经同意：（１）上开命令第一节，对政府在长江以南整军计划之实施并不影响。

（２）第二节对政府军队之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内调动并不影响。（３）第三节所

云交通线包括邮政在内。（４）政府军队在上项规定下之调动，应每日通知军事调处执行部。

（５）调处执行部祇涉及停止冲突所引起之直接问题，先设于北平，内设执行组，各委员得

各别设置通讯线（政府让步，将国军接防赤峰多伦问题并入热察问题）。

乙、蒋委员长电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各行营，绥靖主任公署，各战区，各方面军，各警备

司令，卫戍司令，各集团军，各省主席，各军长，恪切遵行商定之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办法。

丙、上午十时，国民政府召集之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由蒋主席主持，并致词，希望会议真诚

坦白，树立民主楷模，大公无私，顾全国家利益，高瞻远瞩，正视国家前途。并宣布政府决

定实施事项：（１）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２）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

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３）普选：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４）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

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致词，在先烈昭示之下，

在中山先生遗像之前，应痛下决心，永远使中国不再发生内战，欢迎蒋主席关于保证人民权

利之四项公布。曾琦代表青年党致词，呼吁以合作抗战的精神合作建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

队国家化。沈钧儒代表民主同盟致词，努力奠定国家永久和平，建立国家真实民主基础。邵

从恩代表无党无派者致词，必须打破不诚不信旧作风，国是方能获持久解决。

丁、周恩来招待记者，谓已通知延安下停战命令，政府当然可运兵接收东北。

戊、下午十一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通告中共各级党部，解放区各部队首长，

各级政府，遵行停止军事冲突协议。

己、孙科谈话，政府拟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扩大基础，使国府委员会为决策机关。国民大

会如期召开，限于制宪而不行宪。

庚、魏德迈自上海飞抵重庆，晤马歇尔（明日返沪）。

辛、马歇尔接见美军驻延安联络官叶顿。

壬、热河国军进驻凌源，北路入建平。

癸、白崇禧自南京飞徐州视察（１﹐１２回京）

。子、辽北省政正式接收，主席刘翰东视事（省会为四平街）。丑、联合国首届大会在伦敦

开幕，比外长任主席，英相阿特里致词，警告不得再有战争。联合国组织正式诞生。

１﹐１１（一二，九）

甲、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孙科主席，由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报告商谈经过

（张报告本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前，一律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军事三人小组应即成立，进

行中共军队整编及其驻地之规定，付诸实施，问题方为真解决。并说明军事调处执行部之任

务范围及办事程序。周报告谈判经验，并主对于敌军投降后仍残杀人民者，以战犯论罪，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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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解散，应决定具体办法，其参加内战者，应予严惩。政治协商会议对整军问题有商讨必要）。

乙、鲁南共军攻占枣庄煤矿南大井，大肆破坏，鲁中共军攻占博山。

丙、京沪路新丰附近道钉被拔，列车出轨。

丁、热河国军奉到停止冲突令，一部撤回辽宁彰武。

戊、国军进驻辽宁新民。

己、参政会建议政府，向英交涉停筑九龙屏山机场。

庚、第一届司法节。

辛、访暹代表团由李铁铮率领到曼谷，受华侨空前热烈欢迎。

壬、联合国大会选中美英苏法及南非、委内瑞拉代表为副主席。

１﹐１２（一二，一○）

甲、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孙科主席，周恩来、邵力子报告中共与政府会谈经过，并推

定军事考察团代表八人（何基鸿、林可玑、王葆真、章元善、李德全、周炳琳、杜斌丞、伍

观淇，候补四人，冷遹、林虎、张奚若、任鸿隽）。

乙、松江省政接收，主席关吉玉就职。

丙、马歇尔谒蒋主席。

丁、国军向古北口推进。冀东丰润均收复。

戊、共军（新四军）猛攻徐州东北贾汪煤矿及豫北修武（第七军分区司令张宏）安阳（第五

军分区司令韦金田，第九军分区司令曾承金）。

己、山东共军攻占淄川。

庚、宋子文自南京飞返重庆。

辛、陈纳德飞抵重庆。

壬、联合国大会选澳洲、巴西、荷兰、埃及、墨西哥、波兰为非常任安全理事。

癸、韩国五政党联合声明，拥护四强托治决定。

１﹐１３（一二，一一）

甲、军事调处执行部政府委员郑介民（军令部厅长），中共委员叶剑英（第十八集团军参谋

长），美方委员罗伯森（美使馆代办）自重庆飞抵北平（执行组主任美国白鲁德已先到）。

乙、陆军总司令部印刷停止军事冲突命令八十万份，以飞机散发各地（第一次停战令）。

丙、共产党新华日报刊载【热河冀东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止内战命令】消息。

丁、热河国军进驻平泉及黑水镇（赤峰东南）。

戊、豫南国军收复光山，豫北收复孟县。

己、山东共军致文兖州守军（吴化文部）要求投降，并猛攻城垣。

庚、上海学界追悼上月昆明惨案牺牲者。

辛、英国赠我军舰十三艘，开始接收。

壬、军政部长陈诚到南京。

癸、麦克阿瑟令日本将本月大选延至四月举行。

１﹐１４（一二，一二）

甲、蒋经国自莫斯科经迪化兰州返抵重庆（斯大林告蒋经国，如美国有一兵到中国，东北问

题即难解决，美国如不在东北取得利益，俄可作必要让步，并盼蒋主席访俄）。

乙、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讨论政府改组问题，国民党代表提出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案

（增加委员名额，选任党外人士，为政治最高指导机关。得讨论立法、施政、军政、财政，

并得建议。主席得为紧急权宜措施。行政院置政务委员）。青年党提出改革政治制度，实行

政治民主化案。民主同盟主先实现人民基本自由。共产党主先定共同纲领，政府人员国民党

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并须改组各院部会。

丙、国防最高会议开会，蒋主席对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有所指示，检讨应行废止或修正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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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十日内拟订办法。并调查政治犯，于七日内释放（曾讨论陈诚所提大赦案）。

丁、热河国军停止前进。

戊、共军围攻河北永年、元氏、东光、连镇，山东聊城、兖州、周村、枣庄，并陷胶济线西

河矿，江苏泰县、姜堰，山西曲沃、翼城、侯马，河南罗山、安阳、修武。

己、国军进入河北玉田、绥远集宁、山西浑源、河南温县。

庚、正太铁路列车触雷。

辛、共军攻营口，占盘山车站。

壬、经济部东北接收委员张莘夫得苏军许可，自沈阳到抚顺接收煤矿，失去自由。

癸、美国陆军部长柏德森到上海（１﹐１６赴菲）。

子、上海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法国领事擅自捕人，侵我主权。

１﹐１５（一二，一三）

甲、国军二千余人（第五十二军）入驻沈阳，被苏军击毙三人（

途中曾遭共军袭击）。

乙、所谓【东蒙古自治代表大会】在辽北王爷庙（葛根庙）举行，曾任俄军官之蒙人乌尔占

及玛尼包达拉（马明洲）主之。

丙、军事调处执行部开始工作，停止永年、赤峰地区战事。

丁、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会议，讨论施政纲领问题，决定由各方提书面意见，交分组委员会

拟具草案（计分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组）。

戊、军事三人小组政府代表张群、张治中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开始商谈中共军队整编问题。

己、共军攻绥远集宁，并占山东泰安、界首、万德车站及胶济线金岭镇，并袭击辽宁彰武附

近，破坏铁路公路。山西共军攻浑源。

庚、豫鄂边区共军李先念部第一纵队王树声攻占宣化店、定远店。

辛、国军进入山西左云，及江苏萧县。

壬、长春保安团被俄军缴械。

癸、杜鲁门宣布美国将保有太平洋战略岛屿。子、改组后之日本内阁成立。

１﹐１６（一二，一四）

甲、长春俄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与张嘉璈谈中俄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声言如不获致解决，

则将不能预测俄军自东北撤退日期。

乙、抚顺煤矿接收委员张莘夫等八人被迫返沈阳，由俄军护送，至李石寨全体遇害。

丙、政治协商会议第六次会议，讨论军队整编（国家化）问题（

青年党提公平编遣，军民分治，军党分立，设国防部。民主同盟提现役军人脱党，大量裁军，

成立整军计划委员会。共产党谓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应同时进化，并提出十二建议）。

丁、军政部次长林蔚报告整军设施（抗战期间为三百五十四师，三十一旅，十五营，现有二

百五十三师，三百八十万人，拟缩成九十师，一百八十万人，半年办竣）。

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总则，人民权利，中央机构，国民大会，地

方自治，军事改革，复员善后，财政经济改革，文化教育改革，国际和平及保侨）。

己、军事调处执行部派机分飞平绥、平汉、津浦三线之冲突地区散发停战命令。

庚、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举行演讲会，有人捣乱（此后连续发生）。

辛、共军攻占河北连镇（津浦线），猛攻河南安阳，山东高密。

壬、古北口附近仍有战事。

癸、石家庄日军一万零八百人缴械完毕。

子、新编第六军开始自上海开赴东北，空运长春之保安总队已逾二千人。

丑、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组织东蒙自治政府。

１﹐１７（一二，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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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政治协商会议第七次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代表提议如期于五月五日召开，

职权为制定宪法，除已选出之代表外，其余名额使之合理增加，第二届国民大会于宪法颁布

六个月内选举召集，民主同盟及共产党主修订选举法，重选代表，无党派代表主法律事实兼

顾，循政治途径解决，辩论激烈。

乙、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员（政府、中共、美国三方代表）自北平飞赤峰及集宁调查冲突情形。

丙、河北共军攻占东光，炸毁沧县津浦路车，及唐山开平间北宁铁路。

丁、河南共军进攻孟县，山西共军占浮山，攻大同。

戊、豫鄂边区共军（王树声）攻占吕王城。

己、法大使梅理霭呈递国书。

１﹐１８（一二，一六）

甲、政治协商会议第八次会议，继续讨论国民大会问题，对代表问题各方提出具体办法，咸

认应循政治途径解决。

乙、军事调处执行部之二小组飞抵济南及绥远集宁。

丙、共军攻占绥远集宁、卓资山、山西浑源、河北泊头车站（津浦路）；天津附近共军拟进

入市区，被阻。

丁、马歇尔晤宋子文商震。

戊、蒋经国及大连市长沈怡到长春。

己、日本战犯影佐祯昭、谷寿夫、矶谷廉介、和知鹰二等被逮。

１﹐１９（一二，一七）

甲、政治协商会议第九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问题，孙科说明五五宪草，各方主中央政府五

权制应保持其精神，勿拘泥于形式，并有主国会两院制者。协商会议初步讨论工作完成，决

暂休会，由分组会续商。

乙、中共与俄订立协定，俄助东北共军抵抗国军，共军服从俄人指挥。

丙、马歇尔及宋子文相继自重庆飞抵上海。

丁、军事调处执行部二小组到张家口及大同。

戊、山东共军攻即墨，被阻。河南共军攻占孟县。

己、伊朗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其与苏俄争端（伊朗北部自治纠纷）。

庚、北宁铁路全线通车（九一八后初次通车）。

辛、热河省府主席刘多荃自锦州赴朝阳，主持省政。

壬、莫德惠自东北回抵重庆。

癸、安徽代表在南京请求减购军粮（原定三百万石，改减一百八十万石）。

子、黄金流往东北，北平金价大涨（每两九万余元）。

１﹐２０（一二，一八）

甲、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小组抵徐州。

乙、新六军开始登陆秦皇岛。

丙、东北保安司令部派员到赤峰，与俄军洽商接防问题。

丁、湖北共军自黄安西攻广水，越过平汉铁路，江苏共军围攻海州。

１﹐２１（一二，一九）

甲、俄大使彼得罗夫照会中国外交部，东北各省内之一切日本企业，均经苏俄视为俄军之战

利品（另照会长春行营，苏俄拟以战利品之一部分企业交予中国，其余企业如煤矿、电力厂、

钢料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工业由中俄共管）。

乙、军事调处执行部发表第二号命令，所有冲突的双方部队，立即停火，各自撤退至一日行

程（六十里）之距离，指挥官负责恢复一月十三日夜十二时之情况。最后是非判断及调动，

于以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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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执行小组调处泰安冲突，共军停止攻城。

丁、热河共军围攻建昌。围攻山东兖州之共军后撤。

戊、参政会推林虎、范予遂、冷遹、许德珩、周谦冲等八人参加军事考察团。

己、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分组开始会议。

庚、蒋主席邀晤张君劢、张东荪（国家社会党）

。

辛、派商震为出席联合国参谋长会议代表团团长，桂永清、孙立人、赵桂森、龚作人、周应

聪、黄泮扬为团员。

壬、马歇尔自上海返重庆。

癸、美总统杜鲁门咨文国会，重申去年十月二十七日所提之外交政策十二点，鼓励建立强大

独立统一民主之中国，保持雄厚兵力，保障和平。

子、法国主席戴高乐辞职。

丑、苏俄及乌克兰代表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吁请注意英军驻希腊及印度尼西亚所造成之情势

（对伊朗问题之反击）。

１﹐２２（一二，二○）

甲、政治协商会议会期延长三日，政府组织，军事问题，宪法草案，施政纲领，四分组会谈

略有进展。

乙、行政院决议特派张作相、王树翰、那木济、青包楞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

丙、蒋主席夫人抵长春，宣慰民众，慰劳俄军。

丁、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自本月十三日至今日共军侵占淄川、浑源、集宁、营口等十九城镇，

另有六十余城镇遭攻击。

戊、山东共军又向泰安进攻。

己、被禁四年之中共候补中央委员廖承志（廖仲恺之子）获释。

庚、美国钢铁工人七十余万罢工。

１﹐２３（一二，二一）

甲、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委员为王世杰、吴铁城、周恩来、董必武、

曾琦、陈启天、章伯钧、张东荪、王云五、傅斯年，召集人孙科）

。

乙、政治协商会议军事分组以共党要求组织军事联合委员会，发生波折。

丙、蒋主席宴政治协商会议会员（原拟作讲演，临时中止），并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谈话。

丁、武汉军事调处第九执行小组福特中校到河南罗山，与共军中原区参谋长王震成立停止冲

突协议（１﹐２９续在吕王城成立临时协议）。

戊、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执行小组在胶济路张店调处，不得要领（共军要求缴日军械）。

己、赤峰俄军撤离。

庚、蒋夫人在长春代表政府向俄军将士授勋。并发蒋主席之慰劳书。

辛、宋子文自上海飞抵广州，翁文灏自重庆飞抵南京。

壬、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风潮再起，要求恢复被开除学生学籍。

癸、出席联合国参谋长会议之代表团启程。

子、中暹友好条约由李铁铮与暹罗总理普拉莫特在曼谷签字。

１﹐２４（一二，二二）

甲、军事调处执行部公告，山西大同及河南罗山两区停火。

乙、济南执行小组再度调处泰安冲突（明日赴兖州，晤新四军军长陈毅）。

丙、济南执行小组在胶济路枣园庄调处无效，中共军坚持该地日军须由其缴械。

丁、张群、张治中、周恩来之军事三人小组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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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马歇尔建议派执行小组往营口（政府不同意）。

己、嫩江省政府主席彭济群在齐齐哈尔接收省政。

庚、何应钦自重庆到南京。

辛、重庆市第一届参议会成立。

壬、马歇尔接见张群及胡霖。

１﹐２５（一二，二三）

甲、政治协商会议军事及宪草两分组完成协议。

乙、军事调处执行部令国共两军均不得开入热河赤峰。

丙、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广州小组到达，行营主任张发奎谓粤境无正式中共部队。

丁、济南执行小组到兖州，战事停止（难民代表跪求和平）。

戊、本日起军委会不再公布冲突消息。

己、蒋主席夫人及蒋经国自长春返抵北平。

庚、重庆中央大学等校学生九千余人游行，要求政治协商会议必须获得结果，并抗议英国强

筑屏山机场及上海法国领事捕人。

辛、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教职员学生为要求迁移南京不遂，罢教罢课。

１﹐２６（一二，二四）

甲、政治协商会议施政纲领分组完成协议，会期延长三日。

乙、东北新民彰武之俄军全撤。

丙、新六军在秦皇岛登陆完毕。

丁、重庆军警搜查民主同盟代表黄炎培住宅。

戊、何应钦到徐州视察。

己、宋子文自广州到香港。

１﹐２７（一二，二五）

甲、周恩来、陆定一飞返延安报告，中共中央委员会通宵会议。

乙、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坚持和平，保护和平】

社论。

丙、民主同盟代表抗议军警搜查黄炎培住宅，拒绝出席商谈会议，各分组会商均停，并致书

政府代表质询，政府代表即函复解释。

丁、陪都各人民团体宣言，政权不能交予任何党派。

戊、美国驻俄大使哈里曼自莫斯科抵重庆，晤蒋主席。

己、莫斯科广播，国共停战令及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步。

庚、蒋主席夫人及蒋经国等自北平抵渝。

辛、陆军伞兵在昆明演习。

壬、暹罗纳康巴棠城又发生有组织之排华事件，鎗击华侨，企图对我代表团示威，曼谷附近

亦接连发生暴动。

１﹐２８（一二，二六）

甲、政治协商会议政府组织分组为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仍无结果。

乙、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将各项限制人民自由法令分别废止或修正。

丙、中国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于三月一日召开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

丁、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到济南。

戊、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自锦州飞抵北平。

己、交通部次长凌鸿勋，在北平主持之铁道赶工会议完毕。

庚、何应钦到济南视察。

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接受伊朗之申诉，苏俄代表维辛斯基表示不愿在会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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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一二，二七）

甲、政治协商会议会期再延长二日。

乙、军事调处执行部新乡小组抵河南新乡。武汉执行小组经黄安到吕王城，与共军中原军区

司令兼师长李先念会谈，并成立临时协议。

丙、行政院决议任赵太侔为山东大学校长。

丁、前财政部直接税署长高秉坊由重庆地方法院改判减为无期徒刑。

１﹐３０（一二，二八）

甲、中共代表周恩来、陆定一自西安抵重庆（周等昨日自延安到西安）。

乙、宋子文自广州飞抵上海。

丙、哈里曼自重庆飞抵上海。

丁、俄代表拒绝伊朗代表所提两国在安全理事会指导之下谈判（

理事会通过由两国直接谈判，谈判情形须通知理事会）。

１﹐３１（一二，二九）

甲、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十次会议，由蒋主席任主席，由各分组提出报告，通过：（１）政

府组织，国民政府委员四十人（半数由国民党人员充任），由主席选任，为最高国务机关，

得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预算，任免各部会长官及任用立法监察委员。

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均为政务委员，并设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三至五人（此总额中七至八席请

国民党以外人士充任之，至担任部会数目会后续商）。中央及地方行政机关用人不得有党派

歧视。（２）施政纲领（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财政、教育及文化、

善后救济、侨务九项）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指导原则，在蒋主席领导下全力建设统一、自由、

民主之新中国，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

（３）军事问题，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将来成立国防部，隶行

政院）。军事三人小组应即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整编完竣，中央军依原定计划于六个月

内完成九十师之编制，军事委员会内设整编计划考核委员会。（４）宪法草案组织审议委员

会，于两月内完成修正案，并决定修改原则十二项（立法院民选，监察院由省议会选，司法

院为最高法院，考试院用委员制，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省为地方自治最高单位）。（５）国

民大会本年五月五日召开，制定宪法，旧代表不动，只增台湾及东北代表一百五十名，各党

派七百名（国民党二百二十名，共产党一百九十名，民主同盟一百二十名，青年党一百名，

社会贤达七十名），共二千零五十名。行宪机关于宪法颁布六个月内召集之。

乙、政治协商会议闭幕，蒋主席致词，盼守信负责，遵行协议，使和平建国纲领普遍实现。

今后各党活动，依法公开组织进行，不应再有暴动秘密行为。军队整编为当前最大需要，军

令军制，必须统一。树立守法行法精神，作全国人民楷模。同德同心，共负建国重任。中共

代表周恩来致词，愿长期合作，保证遵行协议。

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劢，青年党代表曾琦，无党派代表莫德惠亦分别致词，拥护实践协议。

丙、国民政府委员举行会议。

丁、军事调处执行部三小组分赴承德、太原、侯马。济南小组到临沂，共军坚持受降权。

戊、美国驻俄大使哈里曼自上海飞日本。

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休会。

庚、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向马歇尔致谢，称道其态度公正，准备与美国合作，美国

式之民主政治将在中国开始。中国尚未具备社会主义之必须条件，最近之将来，中共并不使

之实行，中国应走美国之路（周暗示毛希望访美，并面交毛致马歇尔函）。

２﹐１（一二，三○）

甲、东北俄军撤退二次展期期满（仍未撤）。

乙、马林诺夫斯基宣称，中俄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能采取简单迅速办法解决，不愿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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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丙、王世杰向俄使彼得罗夫催询东北俄军撤退情形，并说明我决定没收东北日本财产及中俄

经济合作之立场。

丁、蒋主席与中共代表周恩来长谈。

戊、延安权威人士称，政治协商会议获重大成果，一切决定于如何实施。

己、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招待重庆记者，谓愿与国民党及其它党派长期合作，否认毛泽东赴

苏，惟承认苏俄飞机最近曾到延安。

庚、军事调处执行部公告，停止冲突已获满意成就，即开始致力恢复交通工作，交通组长希

尔赴胶济线视察。

辛、苏俄要求英军退出希腊，英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激辩。

壬、联合国大会通过挪威外长赖伊为秘书长。

２﹐２（一，一）

甲、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小组再抵临沂，晤共产党之新四军军长陈毅，山东主席黎玉；陈毅

提出六项要求（撤销徐州济南绥靖机关，撤退徐州南京间驻军，日军及伪军由共军受降缴械，

中共区铁道由中共管理）。

乙、张嘉璈自长春飞抵北平（各省市已接收者，均不能行使职权，且时受威胁，俄方又提经

济上新要求）。

２﹐３（一，二）

甲、延安及解放军根据地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

乙、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辽宁通化冲突，国民党失败。

２﹐４（一，三）

甲、美政府向国会提出协助中国建立海军案。

乙、张嘉璈到重庆，谒蒋主席报告东北近情。

丙、叶剑英与熊式辉交换东北合作问题意见。

丁、三人军事小组连日会商。

戊、联合国参谋团成立。

２﹐５（一，四）

甲、蒋主席与外国记者谈话：（１）甚愿各党派永久合作。（２）还政于民以后，个人对国家

人民已完尽其应尽义务。（３）盼早往美一游。（４）中俄现无正式谈判，关于经济合作，局

部的及非正式的商谈时在进行，但无所谓让步。（５）马歇尔必能圆满达成任务。（６）全国

人民相信共产党必能切实作到军队国家化。

乙、蒋主席电熊式辉，未接收沈阳前，不派军队赴长春（因得悉斯大林命东北俄军，如受中

国军队阻挠，即可寻求解除其武装）。

丙、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小组雷克上校三到泰安，共军鲁中区副司令邝任农不允解围，强留

雷克等所带粮食（原拟救济城内人民）并拟拘捕新任泰安县长。

丁、美国众议院海军委员会通过以军舰及海军顾问团供给中国案。

戊、共军攻占河北东光。

己、以于焌吉为驻意大利大使。

庚、平津区留用日本技术人员审查委员会在北平成立。

２﹐６（一，五）

甲、宣传部长吴国桢谈，东北俄军撤退问题在商谈中。

乙、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组长白鲁德少将自北平到重庆，晤马歇尔（２﹐１０返北平）。

丙、东北宣慰使鹿锺麟到开封。

丁、徐谟等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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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英俄关于希腊问题争议结束，同意安全理事会无须决定。

２﹐７（一，六）

甲、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委员推定孙科等三十五人（政府方面，中共，青年党，民主同盟，

无党无派各五人，专家十人）。

乙、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委员罗伯森，参谋长海斯柯与中共之新四军参谋长陈士渠商谈山东

问题，并增派小组赴泰安。

丙、津浦路北段冯家口车站又遭共军破坏。

丁、纽约时报对东北情形表示不安（以中共又提新要求）。

戊、抚顺煤矿接收委员张莘夫等遇害消息露布。

己、东北工矿接收暂停，各专家留平津从事复工工作。

庚、乌克兰代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东印度问题（对英之另一攻势）。

辛、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到北平视察。

壬、华北宣慰使张继到太原。

２﹐８（一，七）

甲、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齐米时多尔济苏龙甲布乘苏俄飞机到重庆。

乙、济南执行小组雷克上校及中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鲁中军区副司令邝任农到北平，

与执行部会商。

丙、大连市长沈怡复由长春返北平（大连市界未定，俄军不撤，沈不愿往接）。

丁、天津金价每两达十二万四千元，食粮亦上扬。

２﹐９（一，八）

甲、美国务卿贝尔纳斯训令美驻中俄大使照会两国，反对仅由中俄协商管制中国东北之工业

企业，而不容他国参加，乃违反门户开放原则，强调东北境内工业之最后解决，须有美国参

加。

乙、贝尔纳斯在记者招待会重申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各国同享平等贸易机会（为记者询及中

俄关于东北经济谈判而发）。

丙、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之三人会议开始举行，商定恢复交通办法，交由军事调处执行

部办理。

丁、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第九号公报，所有部队，不论是否称为伪军，均应包括在停战令范

围之内。

戊、斯大林在选举会演说，提出新的五年计划，提高工业水平至战前三倍。

己、东北政务委员会在北平举行首次会议。

庚、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自昆明到河内。

辛、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举行发起人会议，到沈钧儒、冯玉祥、李烛尘、董必武等。

２﹐１０（一，九）

甲、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团体在重庆较场口举行政治协会会议成功

庆祝大会，发生殴打，多人负伤（所谓较场口事件）。

乙、军事调处执行部徐州小组到临城，共军要求临城枣庄之国军撤退，及共军区内铁路管理

警卫军。

丙、外蒙古代表苏龙甲布谒蒋主席。

丁、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谈，已派二千余人赴美受训，并将继续遣派。

戊、宋子文院长回重庆。

２﹐１１（一，一○）

甲、蒋主席自重庆飞抵上海。

乙、去年二月十一日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签订之雅尔塔秘密协议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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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第十号公告（第四号命令），宣布恢复交通办法（各指挥官立即撤

除沿交通线之阻碍，不得干涉人民旅行及货运，保护修路员工；交还移去之器材，不得乘机

获取军事上利益或运军队武器）。

丁、军事三人小组商定恢复交通办法，并交换建军计划意见。

戊、胶济路共军第四师廖容标，第九师钱钧向张店移动，执行小组雷克上校前往调处。

己、东北共军围攻秀水河。

庚、石家庄附近共军又向国军袭击。

辛、中共代表叶剑英致备忘录于马歇尔，抗议广东部队对东江共军曾生之攻击。

壬、国防最高会议决议以麦斯武德继罗家伦为新疆监察使。

癸、中国加拿大贷款协定签字，总额六千万加元。

２﹐１２（一，一一）

甲、蒋主席接见魏德迈，畅谈三小时五十分。

乙、美国务卿贝尔纳斯答记者，内蒙古为中国领土不可分之一部，其地位不应发生任何问题

（记者问及内蒙在苏俄势力下建立自治政府事）。中苏谈判，已获得报告一起，此问题（东

北日人财产与设备之处理）将归远东委员会决定。

丙、行政院会议决议以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刘鸿生为善后救济总署正执行长，云南省府

民政厅长李宗黄免职（为去年十二月昆明惨案）。

丁、印度加尔各答有示威暴动，军警出动（英印人死伤各百余）。

２﹐１３（一，一二）

甲、蒋主席在上海答中外记者，谓（１）中苏经济合作商谈在进行中。（２）俄军本已相约

在二月一日前退出东北。（３）马歇尔在华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

（４）中共若不能放弃其私有军队，则政治协商会议之努力均归无效。

乙、蒋主席招待上海耆绅颜惠庆等。

丙、外交部与外蒙代表换文，建立外交关系。

丁、各党派参加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以共产党及民主同盟要求合占十四名（总额二十人），青

年党及无党无派者不予同意。

戊、青年党表示雅尔塔秘密协议及张莘夫等被害问题比之较场口事件更应予以重视。

己、军事调处执行部增置铁路管理组。

庚、调处鲁局之二小组分赴张店、泰安。德州调处成立临时协议，石家庄协议亦成。

辛、金价上扬（每两超过十四万元），购户拥挤，重庆中国银行暂停买卖。

壬、联合国临时总部决设纽约。

２﹐１４（一，一三）

甲、纽约时报发表【苏联在东北】社论，谴责其延不撤兵。

乙、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之军事小组正式会议，商讨国军整编与共军统编问题。

丙、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开始。

丁、上海市民举行欢迎蒋主席大会。

戊、加拿大发表原子弹秘密情报泄露（为俄人所得，俄有一千七百名间谍在美加活动）。

己、联合国大会闭幕。

庚、航行重庆江津间之【名山】轮在小南海沉没，死百余人。

２﹐１５（一，一四）

甲、蒋主席自上海到南京，魏德迈到重庆。

乙、第二次军事复员会议在南京举行预备会议。

丙、延安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提出对东北问题四项主张：（１）改组行营，东北政务委员

会，经济委员会，及各省政府由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２）承认并整编现有抗日民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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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据云抗日联军周保中、杨靖宇、赵尚志及八路军张学诗、吕正操、万毅、李运昌等共三

十万人，东北共党由彭真、陈云、林彪、林枫、罗荣桓领导）。（３）承认各县自治政府。（４）

国民政府开入东北之军队应限制数量。并谓国民党如固执武力解决方针，冲突将继续发生。

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工作范围应推及东北。

丁、大公报社论，谓今日中国决不容再有所谓势力范围。

戊、纽约时报抨击雅尔塔密约。

己、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到锦州。

庚、东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成立，博彦满都为主席。

辛、马来华侨举行示威，被英军枪杀多人。

壬、中央常务委员、立法院副院长、苏浙宣慰使叶楚伧病卒于上海，年六十岁。

癸、美内长伊克斯与杜鲁门失和，去职。

２﹐１６（一，一五）

甲、第二次军事复员会议正式在南京开幕，蒋主席亲自主持。

乙、军事三人小组会议遭遇困难。

丙、东北共军攻法库秀水河子，被国军击退，另支进犯盘山、彰武。

丁、魏德迈谈，美正助中国运送军队赴东北。

戊、重庆东北同乡会为东北问题发布宣言，要求苏军实时全部撤退，归还夺去物资，铲除不

法政权，昭雪张莘夫等七人惨死案，并游行请愿。

己、重庆中央大学学生为东北问题纷作愤慨表示，要求俄军撤退（亦有少数人主美俄军同时

撤退者）。

庚、外交部长王世杰自重庆飞抵南京，与蒋主席商东北问题。

辛、山东张店军事调处协议成立。

壬、各铁路局长在南京会商修复事宜完毕。

癸、各地金价上涨（流入东北，苏以伪国纸币套购），物价波动。子、安全理事会讨论叙利

亚、黎巴嫩之英法驻军撤退案，俄代表首次应用否决权。

２﹐１７（一，一六）

甲、纽约时报社论，主张美俄直接会商东北问题，或提交安全理事会。

乙、孙科自重庆到广州。

丙、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到职（副主任为薛岳、孙蔚如，辖鄂湘赣三省及豫皖边境一部）。

丁、外蒙人民共和国代表苏龙甲布离重庆北返。

２﹐１８（一，一七）

甲、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续开。

乙、英美记者七人初到沈阳。

丙、外交部长王世杰自南京返抵重庆。

丁、大公报发表【东北的阴云】社论，主苏俄撤兵，指斥中共主张（东北情况大致露出）。

２﹐１９（一，一八）

甲、第三次军事复员会议闭幕。

乙、王世杰再与俄大使谈东北产业处理及中俄经济合作问题。

丙、美第七军团司令吉南到重庆。

丁、济南执行小组三到临沂，晤共军军长陈毅。

戊、周恩来自重庆飞返延安（明日回重庆）。

己、美国务卿声明原子弹制造秘密，仍为美国独有，间谍案与美无涉。

庚、加拿大内阁会商原子弹秘密泄露案。

辛、行政院通过盐政纲领，废除引岸分场制度，以民制、民运、民销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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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一，一九）

甲、外交部答记者问，谓东北苏军撤退问题，迄未获苏方答复，中苏商讨东北经济问题，尚

未调协。

乙、马歇尔再度建议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政府仍未同意）。

丙、美国军事顾问团开始工作。

丁、兴安省府主席吴焕章以接收被阻，自长春回北平。

戊、所谓【东蒙自治代表团】自长春到北平。

己、北平河北难民请愿还乡（对中共代表叶剑英），骚扰军事调处执行部（明日执行部向市

政府抗议）

。

庚、蒋主席自南京飞抵杭州。

辛、孙科到香港。

壬、李烈钧病卒于重庆，年六十五岁。

癸、美飞机在旅顺上空遭俄机追击。子、苏俄发表公告，承认特务在加拿大获秘密情报，谴

责加政府仇视苏俄之宣传。

２﹐２１（一，二○）

甲、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好转。

乙、中央大学教授为东北问题一致电苏俄，要求立即撤退东北驻军；二电英美苏抗议雅尔塔

密约；三上书国民政府不作条约以外之让步；四呼吁各党派捐弃私见，保卫主权。

丙、北平天津金价每两突破二十万元。

丁、苏俄为加拿大原子弹间谍案抗议加政府措施。

戊、美总统杜鲁门否认与丘吉尔谈对苏政策，拒对原子弹案表示意见。

２﹐２２（一，二一）

甲、重庆中央大学等校学生二万余人为东北问题示威游行，高呼俄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中

共应彻底实行停战协议中对东北之协议，彻查张莘夫惨案，国土不容分割，主权不容侵害，

铲除一切非法地方政权，中共应该爱护祖国，绝对拥护政府接收东北，反对苏俄一切新要求，

新疆是中华民国的新疆，反对分化内蒙，不容所谓东蒙特殊化，打倒新帝国主义等口号。并

散发告全国同胞书，告全世界人士书，质中共军，致苏俄抗议书，慰问东北同胞书等宣言（张

莘夫之女高举【谁杀吾父，誓为吾父复仇】标语）。

乙、参政会驻会委员建议政府根据条约对苏交涉，要求苏军立即无条件撤离东北，并调查张

莘夫被害情形。

丙、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捣毁。

丁、中共周恩来谈，爱国与排外应分开（指今日游行带有排外性）。

戊、中苏文化协会庆祝红军节，苏大使馆人员未出席。

己、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完成。

庚、蒋主席自杭州飞抵上海。

辛、日战犯山下奉文在马尼剌处死。

２﹐２３（一，二二）

甲、蒋主席在上海接见魏德迈，并令上海市当局平抑物价。

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对东北问题发表宣言，要求政府公开中苏谈判经过，促请苏军撤

退，归还所取物资。

丙、上海南昌学生为东北问题示威游行。

丁、北碚复旦大学等校学生八千余人为东北问题到重庆示威游行。

戊、苏大使馆庆祝红军节，政府首长纷往致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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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共军围攻河北涿州。晋军占沁县。

庚、特任朱绍良为副参谋总长兼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调贺国光为西昌行辕主任。

２﹐２４（一，二三）

甲、蒋主席自上海回抵重庆。

乙、莫斯科广播，谓张莘夫系被日伪残余谋杀，指责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反苏宣传未加阻止，

反加奖励。

丙、成都华西、金陵、燕京、齐鲁等大学教授电中央，促苏军撤退。

丁、成都、三台、北平学生为东北问题游行示威（成都新华日报社被捣毁）。

戊、青年党发表对东北问题意见，友邦必须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中苏应根据盟约加强相

互尊重谅解，东北内政外交分开，各求合理的解决。

己、民主同盟招待记者，东北问题应以政治协商方式解决。

庚、北平各界追悼张莘夫，东北民众游行请愿。

辛、驻俄大使傅秉常返抵重庆。

壬、北平天津黄金交易停止。

癸、各地物价连日上涨。

２﹐２５（一，二四）

甲、蒋主席在国府纪念周说明政府对东北问题方针，第一，必能合理解决对苏商谈合作，（１）

必须遵守我国法令，（２）尊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３）不抵触我国所签订之一般国际协议。

第二，中苏友谊必须保持，并须继续增进。第三，希望人民言论行动自爱自重，随时检点，

勿逾范围。

乙、【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由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

来，顾问马歇尔签字：（１）根据方案决定具体办法，由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限十八个月

内完成。（２）最高统帅撤免中共军官，应由共产党代表所提名之军官补缺。（３）

使用陆军镇压国内骚乱，须经由国府委员会之同意。（４）在十二个月内政府军编为九十师，

中共军编为十八个师（东北十八个师，内中共三师，西北十五个师，华北三十三个师，内中

共十二个师，华中三十个师，内中共三个师，华南十二个师）。（５）在次六个月内政府军编

为五十个师，中共军编为十个师（东北十四个师，内中共一个师，西北九个师，华北十八个

师，内中共七个师，华中十二个师，内中共二个师，华南六个师）。

（６）各省保安部队以一万五千人为限。（

７）伪军及一切非正规军缴械解散。

丙、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开放外汇市场，指定银行买卖外汇，现行官价外汇率废止。

丁、傅斯年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论文。

戊、共产党之新华日报发表【爱国与排外】社论。

己、昆明、南京、武汉、青岛、太原学生为东北问题示威游行。

庚、沈阳俄军司令高夫堂答外记者，谓苏俄搬运工厂机器，系根据美英苏三国协议，但不应

为雅尔塔或波茨坦协议（３﹐２又否认此谈话）。

辛、苏俄国防部改组，统一陆海空军，斯大林任部长兼最高总司令。

壬、美总统杜鲁门令在中国设立军事顾问团，协助中国扩张一现代化之军队。

癸、公教人员待遇重行提高。

２﹐２６（一，二五）

甲、长春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总部发表声明，苏军大部业自东北撤退，其所以耽误系因中

国军队缓慢未到。苏军撤出东北，当在美军撤出中国以前，决不致迟于美军。并指责中外刊

物关于苏军故意延期之消息。

乙、美国务卿贝尔纳斯答记者问，否认任何三国协议规定苏联可没收中国东北境内之机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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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设备。

又谓倘某方有破坏四强合作行动，实为轻率。

丙、行政院决议褒扬张莘夫。

丁、北平学生三万余人游行，要求苏联立即撤兵，反对东北特殊化。杭州及嘉定（四川）学

生亦游行。

戊、浙江大学教授为东北问题发表宣言，要求公布苏联在东北行动，各政党宣布外交方针及

对东北问题态度。

己、重庆南岸学生万余人游行请愿，高呼爱国不是排外，媚外就是汉奸。

庚、南京、上海市民十余万游行示威。

辛、英美记者到长春。

壬、山西侯马冲突，调处协议成立。

癸、热河共军进攻平泉，冲突又起。辽宁共军袭新民附近铁路。子、远东委员会在华盛顿开

始工作。

２﹐２７（一，二六）

甲、宣传部长吴国桢答记者问，政府未协助或组织学生游行，反用各种方法劝阻（日前苏俄

新闻广播谓学生游行系政府协助或组织）。并谓外交部就有关苏军撤退问题提出之询问，尚

未获答复。

乙、苏军接收长春【满州电业会社】。

丙、美合众社记者报告，沈阳四千五百家工厂仅二十家开工，其它大都遭掠夺焚烧。

丁、美合众社记者报告，苏军续增四万到旅顺，分派东北各地，并于旅大间建空军基地，苏

军有在东北过夏迹象。

戊、俄大使彼得罗夫访外长王世杰。

己、美参议员范登堡主请苏俄在所有事件中说明态度，美对苏应采取较为强硬态度。

庚、济南、郑州学生及民众游行请愿。

辛、贵阳学生游行。

壬、苏俄主席莫洛托夫与外蒙古总理乔巴山在莫斯科签订友好互助协议，十年为期（继续一

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之俄蒙互助协定）。另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

癸、重庆工程师学会等团体追悼张莘夫（挽联中有【讲民主，说自由，欺己欺天共产党；有

强权，无公理，当年当日蔡公时】）。子、山东聊城冲突调处停止。丑、热河共军攻占建平。

寅、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以一再罢课，要求迁校，教育部下令解散。卯、重庆电讯职工怠工，

要求改善待遇。辰、暹罗访华团到重庆。

２﹐２８（一，二七）

甲、（１）外交部长王世杰与法大使梅理霭签订中法平等新约，法放弃在华特权。（２）中越

关系协定，在越华侨应续享历来享有权利及互惠待遇，海防港予中国货物通运便利，免纳关

税及过境税，一九○三年滇越铁路协定废止，昆明河口，一段所有权移交中国。（３）中国

驻越军队换文，中国军队于本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撤退。

乙、王世杰发表谈话，希望越南纷争，获得公允和平解决。

丙、王世杰再向俄大使彼得罗夫催询俄军撤退情形。

丁、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在纽约新闻总会演说，美愿与苏俄继续维持友谊与合作，美国不允利

用强迫或压力侵略，及利用政治渗入的托词施行侵略。强国无权擅自驻军于独立国家，亦无

权自解放地区取去财产，此种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决卫护此宪章，如需用武力时，亦

将予以使用。

戊、视察东北之美记者报告，东北工厂被搬运一空。

己、延安责国民党谋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



- 1406 -

庚、美纽约时报、纽约前锋论坛报评论东北局势，请政府采积极政策。

辛、英国曼哲斯特导报评论东北局势及中国所感受之困难。

壬、北平十万学生对东北问题示威游行，并电苏美英三国领袖。

癸、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自重庆到北平（周对记者拒答东北问题），绥远主席傅作义亦

至。子、去年１０﹐３０在河北磁县被共军所俘之军长马法五获释，本日与共军太行军区司

令刘伯承抵安阳。丑、热河共军攻占朝阳建平间之打虎山。

３﹐１（一，二八）

甲、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蒋总裁致词，盼团结一致，把握

和平建国机会，实施民主宪政，提高人民生活（票选于右任、戴传贤、陈果夫、孙科、陈诚、

何应钦、邹鲁、陈立夫、白崇禧、张道藩为主席团。冯玉祥未出席）。

乙、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张家口及集宁视察，晤共军将领贺龙、萧克，即返北平。

丙、特派邵力子为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丁、黄河花园口复堤工程开始。

戊、美国务院宣布曾于三星期前照会苏俄，反对其单独处置东北机器及其它设备，并已抗议

旅顺苏俄追击美机。

己、美国照会苏俄，请续商贷款。

庚、美国舆论支持对苏采强硬外交政策。

辛、西安、兰州、镇江学生游行（西安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被捣毁）。

壬、张莘夫遗骸运抵沈阳。

３﹐２（一，二九）

甲、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抵济南、徐州，新四军军长陈毅来晤。

乙、开封学生游行。

丙、俄军一部自伊朗北部撤退。

３﹐３（一，三○）

甲、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抵新乡太原，刘伯承来晤。

乙、共军袭击平泉朝阳间之火车，并破坏太平房附近铁路。

丙、沈阳俄军司令高夫堂宣布日俘约百万均运苏联。

丁、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及广西主席黄旭初分别在渝报告两省灾情。

３﹐４（二，一）

甲、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抵归绥转延安，晤毛泽东、朱德，毛朱声明彻底实现协议。解

放日报发表【欢迎马歇尔将军】社论。次日各界及中共中央举行欢迎会，毛致词，中共必用

全力贯彻三个协议（停战、政治协商、整军）。

乙、蒋主席在二中全会致词，谓政治协商决议须促其实现。

丙、国民党中央委员举行党政革新座谈会（近两月来此类座谈会颇多）。

丁、前新四军军长叶挺在重庆释放。

戊、中国人民爱国护权总会在渝成立。

己、外汇比率改定，美金一元合国币二千零二十元。

庚、四川靖化县长黎光明为禁烟事被戕。

辛、令自三月十五日起施行提审法。

３﹐５（二，二）

甲、二中全会检讨财政、经济，对宋子文、翁文灏多所质询责难（有主罢免翁文灏者）。

乙、王世杰在二中全会报告外交，谓苏联要求东北之日本企业为战利品，我认为系对华赔偿

之一部，争议未决，惟不能作为苏军后撤之理由。

丙、外交部覆美国照会，说明苏联对东北要求越出国际公约及国际习惯一般承认之战利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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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并超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协议之规定，不能表示同意。

丁、美国再照会苏俄，抗议其在东北对日本工业单独处理，并抗议伊朗境内苏军之延不撤退。

戊、美国务卿贝尔纳斯谈，麦克阿瑟元帅有权去东北。

己、英外相贝文在国会说明日本工厂机器之处置，应由有权获取日本赔款各盟国协商解决，

并不悉有任何条约和协议畀予该种搬运之权利。

庚、丘吉尔在美福尔敦演说，警告侵略，黑暗时期迫临，绝勿姑息，希望美英军事合作（演

说前由杜鲁门致介绍辞，邱氏并谓中国东北之展望，实令人不安。

雅尔塔协议乃由于当时估计对德战争须至一九四五年秋始可结束，而对日作战估计尚须十八

个月之久）。

辛、熊式辉自北平到锦州（新一军之一师已到东北）。

壬、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自延安抵汉口。

癸、法军违约强在海防登陆，与我军发生冲突，我军伤亡十余人。

子、重庆邮务员工代表向交通部请愿改善待遇。

丑、中国航空公司员工怠工，班机停航。

寅、上海南京大学教授要求改善待遇。

３﹐６（二，三）

甲、二中全会检讨外交报告，情绪激昂，王正廷主废弃中苏友好同盟协议，萧铮主罢免外长

王世杰。

乙、外交部正式照会俄大使，询问东北苏军撤退情形。

丙、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巡行视察停战，督导恢复交通工作完毕，返抵重庆，随行之调

处执行部三委员罗伯森、郑介民、叶剑英返北平。

丁、军事调处执行部令热河共军退至赤峰以西（无效）。

戊、杜鲁门发表声明，维护联合国宪章。

己、美再照会苏联，要求即行撤退伊朗境内驻军。

庚、美国务院声明麦克阿瑟对中国东北境内盟军司令官之行动不负责任。

辛、美英记者自长春到锦州，合众社报导东北工业如得美协助，亦需二十年方能恢复。

壬、重庆电讯职工向交通部请愿（已罢工八日）

。

癸、马来吉隆坡华侨与马来人冲突，各有死伤。

子、日本新宪法公布。

丑、法越签订协议，法承认越南为法国联邦中之一自由国家，有政治、军事、财政权，越同

意法军入境。

３﹐７（二，四）

甲、二中全会检讨孙科之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发言热烈，反对【

宪草修改原则】，国民大会权力不应受到约束，有主惩处国民党八代表者。

乙、沈阳俄军开始北移长春（并未正式通知中国）。

丙、长春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访苏军参谋长特洛曾科，商合江、黑龙江接收问题，不得要

领。

丁、俄驻美代办访国务卿贝尔纳斯，并交苏联对２﹐９照会之覆文。

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离重庆回国（已在华工作三年）。

己、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滕代远到重庆。

庚、中共代表团再向政府抗议新华日报被捣毁事。

辛、重庆、贵阳电讯职工复工，中国航空公司工潮平息。

壬、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到河内，处理撤兵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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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越南北部法军开始登陆，但不携武器。子、纽约邮报刊布该报记者马丁自沈阳来电，谓

东北乃罪恶之乡，充满自相惨杀之仇恨，人民经济已遭惨酷破坏。

３﹐８（二，五）

甲、行政院长宋子文在二中全会讲述安定经济办法（冯玉祥开始出席二中全会）。

乙、美总统杜鲁门召马歇尔返国报告。

丙、魏德迈自重庆返上海。

丁、军事调处执行部淮阴小组到达。

戊、丘吉尔在弗吉尼亚发表演说，重申英美合作主张，措词稍温和。

己、英国约克郡邮报评东北局势，谓苏联不能忽视世界舆论。

３﹐９（二，六）

甲、美国照会苏联，抗议苏军自中国东北迁移机械，处置日本资产应由向日本要求赔偿各盟

国协议解决。

乙、沈阳俄军继续北移，城区数处起火，郊区共军进迫，国军奉令急进。

丙、辽北四平街四郊苏军岗位撤退，共军进袭。

丁、美国各报连日刊载美记者自南满及华北发来电讯报导东北惨状。

戊、英【经济学人】周刊警告苏联勿蹈日本覆辙，并指责雅尔塔协议，说明中国民族不可轻

侮。

己、美政论家李普曼称英美是否同盟，将视苏联之态度。

庚、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前抗日联军第三路总指挥李兆麟被暗杀。

辛、美驻华军事顾问团正式成立，前美军驻华作战司令马格鲁德少将任团长。

壬、军事三人小组恢复工作，商整军方案实施计划。

癸、驻英大使顾维钧返抵重庆。

３﹐１０（二，七）

甲、军事调处执行部公告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视察结果，延安之行已获中共保证，复员、

整军、统编定能依序实施。

乙、热河共军攻建昌（共军集热河，进向东北）

。

丙、马歇尔、周恩来商东北问题。

丁、魏德迈自上海到重庆晤马歇尔及宋子文（３﹐１２回沪）。

戊、新华日报连日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谓【反动顽固派的猖獗行动必须立时制止】。

己、范文澜就任中共之北方大学校长（设邯郸）

。

３﹐１１（二，八）

甲、军事三人小组获致协议，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范围扩大至东北地区。

乙、马歇尔离重庆返美商对华经济援助，其在华职务由齐兰代理。

丙、国军开始接收沈阳兵营、飞机场。

丁、共军再袭辽北四平街。

戊、蒋主席在二中全会演讲，盼对各问题体察国家所处之时代与环境，虚心检讨。

己、莫斯科真理报抨击丘吉尔在美演说，谓其煽动新战争。

庚、美前国务卿赫尔呼吁五强合作，消除猜疑，支持联合国。

３﹐１２（二，九）

甲、夜十二时沈阳俄军撤尽，共军占领昌图、开原。

乙、二中全会由张群报告商定停止军事冲突经过，张治中报告停止冲突恢复交通视察经过及

新疆问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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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美众议院通过协助中国建设海军案。

丁、马歇尔到东京与麦克阿瑟及美陆军次长罗耀会谈。

戊、江津白沙学生二千余人到重庆举行爱国游行。

己、法军又犯中圻我军防区。

庚、外蒙古总理乔巴山谈斯大林主外蒙保持强大陆军。

３﹐１３（二，一○）

甲、国军第二十五师进驻沈阳，共军袭击南郊，被拒退（仍据浑河南岸）。

乙、军事三人小组续商调处东北问题（美方代表为吉伦）。

丙、马歇尔离东京飞美。

丁、斯大林斥责丘吉尔及英美人制造战争，否认苏联单独控制欧洲。

戊、真理报社论确保苏联安全及拼得之胜利，苏联人民将为国际和平而战，苏军实力必须增

强。

己、中国瑞士新约签字。

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全体大会，请政府迅惩汉奸。

辛、中法越北交防协定在重庆签字。

壬、辽北四平街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于树中被暗杀。

癸、梁漱溟自北平到延安。

３﹐１４（二，一一）

甲、俄军撤出辽北四平街，共军即将该城包围。

并占领吉林农安（１﹐９由吉林省府接收）。

乙、新华日报发表东北共军领袖周保中谈话，要求整编抗日联军为地方部队，地方民主政权

应予承认。

丙、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及宪法审议小组联席会议，改组政府案由王世杰、王若飞、罗隆

基、曾琦、王云五、莫德惠协商，并决定取消省宪。

丁、二中全会聆取东北问题报告，并通过改订中央常务委员选举办法。

３﹐１５（二，一二）

甲、二中全会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案：（一）关于政策之革新者：彻底清除官僚主义，简化政

治机构。裁并设计局，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行政院各部会署合理调整与划分，骈枝悉裁，

冗员必汰。（二）关于政策之力行者：根据保持领土主权完整之原则及维护国际和平条约之

决心，谋中苏真正亲善，切实实行整军建军方案。各县市政府限期民选，即刻规定耕者有其

田之实施步骤及办法，清查战时暴利者之财富及不法接收人员之赃产。

乙、马歇尔抵华盛顿，即偕国务卿贝尔纳斯晤杜鲁门。

丙、丘吉尔在纽约讲演，重申美英合作主张，希望美国领导世界。

丁、英首相艾德礼（阿特里）宣布，允畀予印度独立自由，其宪法及地位应自行抉择，惟盼

选举后仍属于英联合国之内。

戊、东北共军占领铁岭。

己、沈阳国军接收浑河南岸之变电所，将共军驱走。

３﹐１６（二，一三）

甲、二中全会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决议案，所有协议诸端，竭诚信守，努力实践，并盼中

共切实依照协议，停止暴行，实行民主。军事小组所订【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

基本方案】，中共务须切实履行，迅速实现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

之基本原则，拟订宪法草案。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

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解散立法院之权，省无须制定省宪。

乙、二中全会通过外交报告决议案，今后一切国际问题解决，不应有秘密外交与协议。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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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美苏英法各盟邦密切合作。中苏必须和平相处，互相信赖，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

东北苏军迅速撤退，交由国民政府派军接防。

丙、二中全会通过：（一）国民政府委员产生办法（由国府主席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

议或中央常会选任）。（二）国防最高委员会议撤销，恢复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本党对于政治

最高指导机关。（三）选举本党应出席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中央常务委员。

丁、马歇尔在华盛顿招待记者，谓中国正努力和平团结，亟需全世界之合作。美应积极援助

中国，不取任何代价，建立中国稳定政府。执行停战协议，已有重大成就，东北局势尚待澄

清。中国粮荒严重，需要美国财政援助。

戊、美国务卿贝尔纳斯演说，重申美国政策，时机若到，将运用陆海军以维护联合国宪章。

美不拟与英国或苏联同盟，惟当努力保障所有国家平等公正之待遇。

己、长春以南交通断绝。

庚、东北共军围攻四平街。

辛、山东枣庄煤矿之国军及共军各后撤三十六公里，以便该矿复工生产。

壬、实施军事改编及共军编入国军计划签字。

３﹐１７（二，一四）

甲、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自青岛飞抵南京上空，在岱山失事殉职，年五十岁。

乙、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一）边疆问题决议案，扶助边疆

民族发展，保障其自治权，并使其参加政治，改组蒙藏委员会为边政部。（二）财政金融经

济决议案及经济复员紧急措施案（蒋总裁谓目前经济恐慌现象不足为虑，法币外汇基金不致

动摇，水陆交通短期内可逐渐加强，种种不安现象即可好转）。

丙、二中全会闭幕，蒋总裁致词，申明对内对外均需和平。半年来政府一切措施均依此政策

而行，以达和平统一之目的。希望中共于议定方案，忠实履行。

丁、二中全会发表宣言，谓和平建国为全党全国努力目标，并列举六事：一、安定社会恢复

秩序；二、如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三、贯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坚持五权宪法；四、

贯彻军队国家化；五、改善民生，治标解除民困，治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六、保持国家

主权，巩固世界和平。并勉全党同志自反自强负起今后艰巨责任。

戊、二中全会选举中央常务委员三十六人（于右任、孙科、戴传贤、居正、陈果夫、陈诚、

白崇禧、邹鲁、何应钦、梁寒操、宋庆龄、陈立夫、吴铁城、朱家骅、贺衷寒、谷正纲、张

道藩、张治中、张厉生、李文范、宋子文、段锡朋、刘健群、丁惟汾、潘公展、朱霁青、萧

同兹、赖琏、陈布雷、田昆山、萧铮、白云梯、王启江、麦斯武德、邓文仪、柳克述）。又

选举出席国民大会代表（均昨选举，今日揭晓）。

己、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不容国民党改变，宪法原则决议尤须完全实

现。

庚、中共抨击政府军围攻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于豫鄂边区。

辛、共军占领四平街，辽北省府主席刘翰东失自由。

壬、合江、黑龙江两省接收人员自哈尔滨返回长春（两省均为东北抗日联军，改称人民自卫

军之李延禄等所占领）。

癸、魏德迈自上海到北平。

３﹐１８（二，一五）

甲、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招待记者，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谓其决议案违反政治协商

会议，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参政会尚在考虑。

乙、莫斯科广播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谓反动份子气焰嚣张，反对中苏友好条约，及政治协

商决议，并受外国支持，作反苏运动。

丙、长春俄军总部参谋长特洛曾科答复中国军事代表团长董彦平，长春以南已无俄军。并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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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长春旅顺间铁路行车发生阻碍（董答以此由于非法部队之破坏）

。对于中国利用大连运输救济物资，特氏谓无权决定。

丁、蒋宋美龄组织东北救济会。

戊、重庆中央工业学校请愿迁回南京，强占教育部。

己、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刺汪兆铭案由贵州法院判决，凶犯余立奎、贺坡光各处徒刑。

庚、法军接防河内。

３﹐１９（二，一六）

甲、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驳斥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昨日谈话，否认二中全会动摇政治协商会

议决议案，政府不仅将实行决议，且盼望中共遵守，并谓中共宣传攻势之后，或将有新行动

发生。

乙、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政府曾协助豫鄂边区共军李先念部购粮，热河共军萧克并未遵

限撤出建平，驳斥新华日报报导。

丙、长春俄军总部口头通知市政府，准备接收。

丁、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国长春铁路遭受破坏，由于沈阳俄军撤退至长春事先未通知我

方，更未预洽接防手续，不及派兵警卫，我不能负责。

戊、延安解放日报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

己、中共代表与政府代表会谈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实施问题。

庚、魏德迈自北平到天津（明日飞朝鲜）。

辛、斯大林被推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内阁总理，军事部长。

壬、中美棉花贷款合同签字，总额三千三百万元。

３﹐２０（二，一七）

甲、长春中国军事代表团照会俄方，准备利用中长铁路运输军队北来接防。俄方原则同意，

惟谓四平街鼠疫流行，车辆不能开过，并责我方破坏桥梁，扣留机车，虐迫职工，目前不能

使用该路。

乙、宣传部长吴国桢答外国记者，俄军撤退，我未获通知。

丙、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开幕，蒋主席致词，说明政府今后工作，对内恢复秩序，

稳定经济，开始经济建设；整编军队，统一军令政令；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对外力求

国家领土主权行政完整，履行与各盟邦所订条约，拥护联合国宪章。

丁、马歇尔提出美国对华信用贷款建议。

戊、地质学家葛利普在北平病卒，年七十五岁。

３﹐２１（二，一八）

甲、长春俄军开始撤退。

乙、王世杰再度照会俄大使彼得罗夫，询问东北撤兵情形。

丙、中长铁路理事刘哲与苏方商谈该路运输国军问题。

丁、新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行长官职务郑洞国及副长官梁华盛到锦州（杜聿明病）。

戊、周恩来自重庆飞延安，谓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违反政协决定。

己、中共代表团发表谈话，驳斥３﹐１９吴铁城之谈话。

庚、延安新华社抨击国民党谋利用参政会推翻政治协商会议议案。

辛、魏德迈自朝鲜飞抵上海。

壬、英国宣布解散流亡波军，藉以消除英苏误解。

３﹐２２（二，一九）

甲、宋子文院长在参政会作政治报告，参政员质询热烈。

乙、俄大使彼得罗夫照覆外交部，谓东北俄军已在陆续撤退中，准于四月底完全撤退。

丙、国军自沈阳进驻抚顺，与共军林彪激战，南路进至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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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共军围攻齐齐哈尔。

戊、军事调处执行部公报大同区调处协议成立。

己、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第六号命令，彻底停止军事冲突，严令双方部队恢复一月十三日下

午十二时以前之所在位置。

庚、杜鲁门宣布原子弹试验展至七月一日实行（原定五月十五日）。

辛、斯大林答美记者，谓联合国组织为保障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之重要工具，惟须保持国际

平等原则，确信各国均反对新战争。

３﹐２３（二，二○）

甲、参政会聆取政治协商会议及整编军队报告，抨击颇烈。

乙、长春俄空军增加。

丙、杜鲁门演说，觅取各国友谊，竭力巩固联合国基础。

丁、纽约各报着论欢迎斯大林昨日谈话，谓使国际局势明朗，有裨安全理事会进行。

戊、澳使高伯兰呈递国书。

己、重庆第三兵工厂发生工潮，死伤数人。

３﹐２４（二，二一）

甲、参政会通过迅速救济各地粮荒案，遇灾省分免购军粮。

乙、东北国军进抵铁岭。

丙、英内阁印度访问团劳伦斯（印度事务部大臣）、克利浦斯（

贸易部大臣）、亚历山大（海军部大臣）到新德里。

３﹐２５（二，二二）

甲、蒋主席讲中国经济根本上无危机。

乙、财政部长俞鸿钧在参政会报告去年收入三千三百五十亿，支出一万二千九百亿。

丙、参政会通过电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加配我国粮食以救灾黎案。

丁、周恩来自延安返抵重庆，即晤马歇尔之助理齐兰。

戊、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商国府委员选任手续问题。

己、陇海铁路徐海段修复（共党要求管理权，未能通车）。

庚、王世杰再向俄大使彼得罗夫说明我对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立场。

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纽约开幕，中国代表郭泰祺主席。

壬、伊犁哈萨克代表飞迪化。

３﹐２６（二，二三）

甲、政府将应保留之九十师及最初两月复员单位顺序表册送交军事小组（中共未遵办）。

乙、新华日报抨诋国军在东北接收行动。

丙、国府明令国民大会代表定于四月二十五日起到南京报到。

丁、行政院决议以沈鸿烈继黄绍竑为浙江省府主席，王陵基继曹浩森为江西省府主席。

戊、美国水利工程专家萨凡奇二次到重庆（即出川视察）。

己、任命辛树帜为兰州大学校长。

庚、调整公教人员待遇，重庆增百分之五十，其它各地百分之百。

辛、辽北省府主席刘翰东离四平街到长春。

壬、安全理事会否决苏联撤去议程上之苏伊争端问题之要求。

癸、联合国参谋团会议在纽约举行，商震为主席。

３﹐２７（二，二四）

甲、军事三人小组协议，由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遣四个小组前往东北工作。

乙、俄大使彼得罗夫照会外交部，正式要求中苏共同经营东北工业及民航事业，设立合股公

司。



- 1413 -

丙、王世杰照会彼得罗夫，请对我接防军队予以便利与协助（４﹐３俄使覆允）。

丁、宣传部长吴国桢答外记者，我同意苏军于四月底以前自东北撤尽。

戊、安全理事会否决苏俄所提延至四月十日讨论伊朗案件之建议，俄代表葛罗米柯即退出会

场。

３﹐２８（二，二五）

甲、特派张治中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

乙、辽宁省政府自锦州移至沈阳。

丙、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讨论政府改组问题，仍未协。

丁、魏德迈自上海到重庆。

戊、开滦煤矿工人罢工。

３﹐２９（二，二六）

甲、参政会检讨接收敌伪物资及产业问题，痛责接收情形混乱，接收人员贪污。建议政府组

织接收及处理敌伪资产委员会，查明究办舞弊情形。

乙、任命张治中为新疆省政府主席（继吴忠信）

。

丙、张治中自重庆经西安到兰州。

丁、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处长白鲁德自北平飞抵沈阳。

戊、第三届青年节，蒋主席发表告青年书，共同建设民主和平富强国家。

己、美政府赠蒋委员长以特等功绩勋章。

庚、莫斯科广播再指斥中国学生之游行示威为反动派挑拨之反苏勾当。

３﹐３０（二，二七）

甲、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商讨改组政府问题。

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鉴于政府四项诺言迄未切实履行，二中全会所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

淆情形尚未澄清，宪草修改之争议未决，国大代表名额总数政府又提修改之议，中共应有国

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名额，政府尚未作最后之肯定，中共目前实无提出国府委员名单之

可能。

乙、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往东北之四执行小组自北平飞抵沈阳。

丙、长春苏军坦克车在伊通河全安桥轧毙行人六人，落水三人。

丁、越南北部中法军换防竣事。

３﹐３１（二，二八）

甲、参政会决议，请政府对东北采有效措施以保国权而维民命。

乙、中共抗议美船再运政府军至东北。

丙、军事三人小组之代表团自重庆到广州，处理东江共军问题。

丁、魏德迈自渝返沪。

４﹐１（二，二九）

甲、蒋主席在参政会报告政府致力和平统一措施：（一）东北问题，确信必获苏联和平合作，

主权行政必须完整，所谓中共之【民主联军】、【民选政府】，决不承认，接收未完成前，无

内政问题可言，希望中共部队接受统编。（二）训政约法问题，政治协商会议并非制宪，约

法为国家根本大法，在宪法未颁以前，不能废止。扩充国府组织在集中力量，赢得和平，并

非推翻国民政府基础。

乙、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及宪草审议小组开会，国民大会组织及职权获得协议。关于省自

治法问题中共代表与青年党代表发生冲突，青年党代表退席。

丙、中苏协议东北各地撤兵程序日期。

丁、战斗机八架在延安上空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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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长春西郊共军进攻，通宵有战事。

己、河北共军进攻顺义。

庚、中国战区美军总部宣布停止活动。

辛、马歇尔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报告使华经过。

４﹐２（三，一）

甲、参政会通过对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决议文，及组织收复区调查团案（即闭幕）。

乙、军委会发言人驳斥今日新华日报所载延安新闻，谓国军开入东北，未违反任何规定，中

共显系企图阻止接收东北主权。

丙、国军第七十一军、第六军进入营口、鞍山、海城、沙河。

丁、鲁境共军坚持自掌铁道管理权，修路工程停顿。

戊、广东东江中共部队问题解决原则获得协议（共军二千余人运往山东烟台）。

己、香港政府停修屏山机场。

庚、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

４﹐３（三，二）

甲、长春中俄会谈，确定各地俄军撤退日期：长春本月十五日撤完，哈尔滨二十五日，吉林

市十六日，齐齐哈尔二十七日，牡丹江二十九日，北安、佳木斯、勃利十日前撤完（董彦平

曾请留至政府军开到）。

乙、中共云泽所领导之【内蒙自治运动委员会】

（去年十一月成立于张家口）与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在承德会议，合组为【内蒙古自

治运动联合委员会】。

丙、东北国军进至牛庄及昌图附近，本溪湖方面激战。

丁、共军再袭长春。

戊、长春电，东北铁路被俄军拆除一千九百公里。

己、冀东共军攻唐山。

庚、军事三人会议举行，陈诚继任政府代表。

辛、北平中共人员三十九人被捕。

４﹐４（三，三）

甲、周恩来发表谈话，指责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破坏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及

整编统编三协议，扩大东北冲突，停战协议及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应适用于东北。在以上

问题未澄清前，中共不参加政府，并盼盟邦慎重考虑对华援助。

乙、共军进入哈尔滨。

丙、新一军进驻昌图及法库，沿途遭共军攻击。

丁、调处执行部白鲁德少将飞辽北东丰，晤中共军司令林彪、政治委员彭真。

戊、王世杰告俄大使彼得罗夫，中俄经济合作问题，须待东北接收之后，再作最后决定。

己、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府主席张治中到迪化。

庚、津浦路徐兖段以谈判不协，停修。

辛、魏德迈离上海返美。

４﹐５（三，四）

甲、熊式辉及范汉杰（第一战区参谋长）自锦州到沈阳。

乙、张治中在迪化开始与伊宁代表商改编军队及改组省政府问题。

丙、中共代表向政府抗议北平中共人员被捕事件（本日释放）。

丁、青年党声明出席政协综合小组。

戊、苏俄伊朗签订撤兵协定。

己、对日管制委员会在东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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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苏州高等法院公开审判陈公博。

辛、驻俄大使傅秉常离渝返任。

４﹐６（三，五）

甲、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驳蒋介石】之社论，就东北问题及约法问题攻击蒋主席４﹐１

之讲演，讥诋谩骂，谓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通敌卖国（全文五千余言，４﹐８重

庆新华日报转载）。

乙、东北俄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自长春到哈尔滨。

丙、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抵沈阳，长官部亦自锦州移渖。

丁、第七十一军自营口进驻大石桥。

戊、美总统杜鲁门陆军节演说，决维持强大武力，保障世界和平，协助远东各国经济复兴与

发展，支持中国民主自由之政府。

己、前荆宜镇守使，伪汉口市长石星川判处死刑。

４﹐７（三，六）

甲、长春举行欢送俄军大会。

乙、东北共军林彪之参谋长伍修权在沈阳谈话，谓东北民主自卫军（周保中）、自治军（吕

正操）、新四军共三十万人，停战命令迄未接到，不知国军接防。

丙、共军攻击兴宁临榆段之北辽铁路，凉水河桥被炸，列车倾覆，死伤乘客二三百人。

丁、济南执行小组成立协议，双方同意和字六号命令。

戊、中国民主运动协会在渝成立（孔庚、蒋作均等主之）。

己、国际联盟末次会议开幕。

４﹐８（三，七）

甲、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及叶挺夫妇、邓发、黄齐生等自重庆飞延安，在山西兴县

堕机丧命。

乙、三人军事小组第七次会议，商东北问题（政府代表为陈诚）。

丙、新一军进至四平街附近遭共军猛攻，颇有损失。

丁、东北执行小组到达冲突地区。

戊、石家庄执行小组在邯郸与共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刘伯承商修路，未成。

己、豫鄂边区执行小组到宣化店，共军中原区司令员李先念要求将所部新四军第五师移驻苏

北。

庚、整军表册中共未送交三人军事小组（政府方面已送交）。

辛、曾任伪立法院副院长、新民会副会长缪斌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４﹐９（三，八）

甲、蒋主席自重庆到贵阳（蒋经国随行）。

乙、重庆大公报、世界日报、和平日报等斥责昨日新华日报转载之【驳蒋介石】。

丙、行政院通过调湖北省府主席王东原代吴奇伟为湖南主席，以万耀煌为湖北主席。

丁、南开大学改为国立，仍以张伯苓为校长。

戊、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对东北问题交换意见。

己、国军第二十五师及第十四师与共军激战于本溪湖失利，伤亡二千余人。

庚、共军攻占吉林九台及辽宁绥中，四平街辽阳附近激战。

辛、军事三人会议开会，三方决派代表赴东北，监督调处工作。

壬、军事代表团长董彦平率团员自长春移驻哈尔滨。

癸、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要求提高待遇。

子、苏代表葛罗米柯复出席安全理事会。

４﹐１０（三，九）



- 1416 -

甲、民主同盟代表邀政府及中共代表商东北问题，政府坚持接收主权，中共主张协商接收办

法。

乙、孙科在立法院报告，自中共机关报发表【驳蒋介石】一文后，国共合作希望几已消失。

丙、军事三人会议三方代表秦德纯（政府）、陈士渠（中共）、吉伦齐兰（美）自重庆抵北平。

丁、全疆警备总司令部成立，陶峙岳任总司令。

戊、日本举行普选。

４﹐１１（三，一○）

甲、蒋主席在贵阳检阅青年军，并到修文阳明洞。

乙、军事代表团长董彦平与俄军参谋长特洛曾科谈各主要城市治安问题，及引渡溥仪问题。

丙、东北执行小组到本溪湖，晤共军司令张学诗。

丁、东北共军猛攻热河北票、古山、热水等地。

戊、马歇尔与美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会谈中国问题。

己、美参议院海军委员会授权总统以海军船舰二百七十一艘拨予中国。

４﹐１２（三，一一）

甲、前南京伪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经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乙、蒋主席自贵阳返抵重庆。

丙、马歇尔离华盛顿来中国。

丁、参政会驻会委员会通过政治视察团组织办法。

戊、罗斯福逝世周年，杜鲁门播讲，重申致力维护国际合作原则，美国各报对杜鲁门毁誉不

一。

４﹐１３（三，一二）

甲、王世杰与俄大使彼得罗夫谈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不协。

乙、熊式辉谈，对俄军撤退期限，并无修改之意。

丙、共军大队集中四平街南，阻国军北进。

丁、军事委员会发布青年军复员命令。

戊、萨凡奇自重庆到汉口，沿江勘察水力。

４﹐１４（三，一三）

甲、长春俄军尽撤，新任防守司令陈家珍宣布戒严，共军周保中部三万人立即向飞机场等地

进攻。

乙、三人军事小组之代表秦德纯（政府）、陈士渠（中共）、齐兰（美）及北平执行部三委员

郑介民、罗瑞卿、罗伯森，自北平抵沈阳（沈阳小组政府代表赵家骧，中共饶漱石，美西托

德兰）。

丙、新华日报转载解放日报社论【东北应无条件停战】，再抨击蒋主席。

４﹐１５（三，一四）

甲、蒋主席约请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会员茶会，盼国民大会如期举行，政府早日改组，并

指定邵力子、张群、张厉生与各党洽商，希于本月二十日前各党将人选提出。

乙、共军猛攻长春，占领机场，进入市区。

丙、沿长春铁路北上之新一军进驻四平街附近，击败林彪部。

丁、共军攻辽宁绥中，被国军击退。

戊、西康天全荣经人民武装反抗铲烟，与军队激战，双方伤亡均大（保安司令张禄实被杀）。

己、伊朗向安全理事会撤销其对苏俄控诉案。

庚、法国参谋总长畲安率领之访华团到重庆。

４﹐１６（三，一五）

甲、国军第八十七师自法库前进，至八面城被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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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军事三人小组代表秦德纯等自沈阳飞返北平（派往昌图、本溪湖之小组，均无结果）。

丙、济南执行小组在青岛会议停止冲突，恢复交通，无结果。

丁、政府代表张群、邵力子、张厉生与中共代表商国民大会及改组政府问题，中共坚持各问

题应一道解决。

戊、宋子文自上海返重庆。

己、美总统杜鲁门演说，决尽力助中国复兴。

４﹐１７（三，一六）

甲、马歇尔经东京抵北平。

乙、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

丙、蒋主席接见法国特使加盎。

４﹐１８（三，一七）

甲、共军周保中攻占长春。

乙、马歇尔自北平抵重庆，即与蒋主席晤谈。

丙、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自北平抵沈阳，销假视事，发表谈话，声明完整接收东北主权。

丁、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函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指责美舰运送国军前赴东北，反

对援华贷款。

４﹐１９（三，一八）

甲、马歇尔与宋子文会谈。

乙、哈尔滨接收人员以俄军将撤，共军进入，大部撤回沈阳。

丙、中国舰队八艘自古巴抵巴拿马运河回国。

丁、前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狱自杀。

４﹐２０（三，一九）

甲、新华日报发表【庆长春】之社论。

乙、进攻保定近郊之共军（已三日）攻势已挫，涿州战事仍烈。

丙、四平街继续激战。

丁、国民政府公布国民代表大会各省及各职业代表名单。

戊、莫德惠自贵州桐梓（访晤张学良）回抵重庆。

４﹐２１（三，二○）

甲、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指责政府四项诺言迄未切实履行；国民党二中全会所造成违反政

协决议之混淆情形，未加澄清，且更坚持训政约法，一党统治，动摇宪草原则，回到五五宪

草之总统独裁制；在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中，中共提议名额（国府十名，行政院四名）

始终未获政府同意；否决权问题亦发生动摇；国大代表名额，政府又拟增加；加以东北内战

之严重状态，有牵入关内之势。只有上述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后，中共方能考虑参加国民政

府与行政院人选及提交国民大会之名单（即函告政府代表）。

乙、北平中央公园因开会发生斗殴。

丙、河内中法军一度冲突。

４﹐２２（三，二一）

甲、马歇尔与周恩来晤谈，并接见新自沈阳回重庆之俞大维，即往访蒋主席。

乙、政府代表函复中共代表，促即提国大代表名单。

丙、国军进驻八面城，向四平街包围。

丁、四川大学教授为要求改善待遇，停教三日。

戊、曾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广东省长之褚民谊判处死刑，汪兆铭之妻陈璧君判处

无期徒刑。

己、日币原内阁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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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三，二二）

甲、马歇尔再与周恩来晤谈，并谒蒋主席（和平有望）。周称中共不单方面偏于苏联，而愿

为美苏两国之桥梁，同时中共并不欲独占东北，但不欲东北为国民党反共反苏之根据地。

乙、周恩来函覆张群等，希望对中共所提意见作具体有效回答。

丙、共军狙击进向长春之新编第一军于公主岭。

丁、设置重庆行营，以何应钦为主任，暂由张群兼代。

戊、宋子文自重庆到南京，行政院正式在京办公。

己、鲁南共军进犯丰县（４﹐２５被击退）。

庚、河南黄泛区共军（魏凤楼、毛春霖等）被迫走江苏萧县。

辛、安全理事会否决苏俄要求将伊朗案撤出议程。

壬、夏丏尊卒于上海，年六十三。

４﹐２４（三，二三）

甲、蒋主席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各代表，商国民大会问题，决定延期举行，

即由国府明令发表（原定五月五日）。

乙、张群、邵力子等覆周恩来，扩大政府组织及宪草等问题，已有解决途径可循，盼开诚布

公，使政协一切协议皆得早日实现。

丙、马歇尔与蒋主席续商。

丁、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代表会商调停东北问题。

戊、莫斯科广播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斥责重庆反动派破坏各项协议。

己、重庆各界举行庆祝国府、恭送蒋主席胜利还都大会。

庚、东北生产管理局在沈阳成立。

４﹐２５（三，二四）

甲、俄军撤离哈尔滨，东北军事代表团长董彦平，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嫩江省主席彭济群，

哈尔滨市长杨绰庵随俄军自哈尔滨退往俄境。

乙、马歇尔邀晤民主同盟代表，商东北问题，并谒蒋主席。第三方面政协代表继续会商。

丙、蒋主席自重庆到成都。

丁、重庆各中央机关停止办公，党政军留渝联合办事处成立，朱绍良为主任。

戊、美英俄法外长会议在巴黎开始。

己、法国访华团离南京飞河内。

庚、上海棉纱面粉实业家荣德生被绑。

４﹐２６（三，二五）

甲、共军占哈尔滨及齐齐哈尔。

乙、各方代表续在重庆商东北问题。

丙、美代理国务卿艾契逊谈，不满苏俄对搬走东北机器抗议之覆文。

４﹐２７（三，二六）

甲、马歇尔接见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劢、罗隆基，并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商三小时（马主共军

交还长春，由中央接防，再谈其它问题）。

乙、蒋主席在成都宴四川耆宿绅学等领袖告别，强调四川建设。

丙、齐兰自重庆到南京。

丁、孙科在上海谈时局问题焦点在东北冲突。

戊、派冯玉祥赴美国考察水利。

己、派刘锴为出席联合国战罪审查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代表（代王宠惠）。

４﹐２８（三，二七）

甲、蒋主席自成都回抵重庆，马歇尔往谒，商东北问题，先接收长春，再商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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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山海关外榆锦间铁路又为共军所毁。

丙、鄂东黄安黄陂间有冲突（共军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

４﹐２９（三，二八）

甲、周恩来晤马歇尔，谈东北问题，主先停战，再行协商。

乙、张作相、王树常自北平到沈阳。

丙、东北国军第五十二军、新六军进击本溪之共军曾克林张学诗。

丁、进攻南通小海镇之共军被击退。

４﹐３０（三，二九）

甲、蒋主席离重庆到西安。

乙、马歇尔离重庆，到南京。

丙、周恩来招待记者，报告东北问题商谈经过，说明中共主张政治上必须民主，不容一党独

霸包办，外交上应求国际合作，不可反苏排美，指责政府不肯停战。

丁、保定附近发生冲突。

戊、共军袭杨村，平津交通被阻。

己、美国赈灾特使前总统胡佛到上海。

庚、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部结束，改组为驻华美军总司令部。齐兰及马格鲁德任正副司令。

辛、西班牙佛郎哥曾与希特勒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缔盟证实。

５﹐１（四，一）

甲、国民政府颁布还都南京令。

乙、西安行辕发言人谈话，关于东北问题政府未接获任何提议。

丙、周恩来访军令部长徐永昌，请制止鄂北之军事行动。

丁、美前总统胡佛在上海与各方商讨粮食分配及救济问题。

戊、台湾省参议会成立。

５﹐２（四，二）

甲、蒋主席自西安飞抵汉口。

乙、胡佛在上海谈中国灾荒，本年七至九月每月将有二十万吨食粮分配中国各地。

丙、四国外长会议为意大利问题陷于僵局。

５﹐３（四，三）

甲、蒋主席自汉口抵南京。

乙、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奉国玺还都。

丙、国军进驻本溪，击败共军张学诗曾克林部。

丁、胡佛到南京，晤蒋主席。即回上海。

戊、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及穆雷上将到南京。

己、中共代表周恩来等自重庆到南京。

庚、美总统私人代表哈里逊到北平视察（５﹐６赴武汉）。

辛、试航长江之美国登陆艇到重庆。

５﹐４（四，四）

甲、共军大举破坏山海关外铁路。

乙、马歇尔分晤政府代表徐永昌、中共代表周恩来。

丙、麦克阿瑟元帅禁止日本自由党领袖鸠山一郎组阁，明白指出其为侵华罪魁。

丁、美前总统胡佛离上海赴东京。

戊、美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到马尼剌视察。

己、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５﹐５（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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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蒋主席向全国广播，一心一德，实事求是。

乙、徐永昌、周恩来及执行部执行组长白鲁德到汉口，视察调处鄂北问题。

丙、行政院规定陈纳德空运大队任务。

５﹐６（四，六）俄大使馆武官罗申邀晤蒋经国，申述斯大林邀请蒋主席访俄之意。

５﹐７（四，七）

甲、蒋主席招待国民大会代表。

乙、莫斯科电重庆俄武官罗申，促蒋主席访俄。

丙、白崇禧顾祝同等到青岛。

丁、行政院决议以李铁铮为驻暹罗大使。

戊、英首相阿特里宣布将完全撤退驻埃及之英军。

５﹐８（四，八）

甲、中共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白鲁德，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自汉口抵中共中原军区司

令部所在地宣化店。

乙、美总统私人代表哈里逊自汉口抵开封。

５﹐９（四，九）

甲、美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到南京，蒋主席午宴招待，马歇尔等作陪，当日赴上海。

乙、中国驻日代表团成立。

丙、前伪政府工商部长、内政部长、浙江主席梅思平判死刑。

５﹐１０（四，一○）

甲、沈阳举行绥靖会议。

乙、军事三人代表徐永昌、周恩来、白鲁德在汉口成立协议（关于豫鄂皖区停战问题），即

返南京。

丙、共军攻占津浦线北段之砖河站。

丁、艾森豪威尔自上海飞抵东京。

５﹐１１（四，一一）

甲、调处整军处在北平开始办公。

乙、蒋主席招待全国商联会代表。

丙、张治中向伊宁代表提出最后方案（伊方等又提新要求）。

丁、伪【满洲国】驻德公使吕宜文由昆明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５﹐１２（四，一二）马歇尔谒蒋主席，并与俞大维长谈。

５﹐１３（四，一三）

甲、马歇尔与周恩来长谈，建议共军退出长春，由军调部在该地设一先头组织（周允转延安，

惟要求在东北保有五个师）。

乙、山海关外前所高岭间共军与国军激战，铁甲车中地雷。

丙、热河古城及平泉以北激战。

丁、国军收复津浦线北段之砖河车站（明日又为共军攻占）。

戊、共军三师自山西开抵保定附近。

己、金价上涨，每两突破二十万元。

５﹐１４（四，一四）

甲、周恩来再晤马歇尔，拒绝中共退出长春之议，并提出修正整军方案。

乙、行政院决议：（一）以吴国桢继钱大钧为上海市长，（二）以钱昌照继翁文灏为资源委员

会主任委员，（三）以何炳松为英士大学校长，李寿雍为暨南大学校长，茅以升为北洋大学

校长。

丙、最高法院覆判陈公博、缪斌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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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太平洋舰队陆战队总司令盖格自珍珠港到天津，晤骆基中将。

５﹐１５（四，一五）

甲、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以王云五代翁文灏为经济部长，俞大维代俞飞鹏为交通部长，白

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代何应钦为参谋总长。

乙、中央常会决议调整中央党部组织，专任工作人员以五百人为度，并以彭学沛继吴国桢为

宣传部长。

丙、马歇尔自京抵上海（明日返京）。

丁、共军袭击天津附近之南仓北仓。

戊、热河共军攻占北票。

５﹐１６（四，一六）

甲、东北国军开始对四平街总攻（双方兵力达十五万人）。

乙、山东共军大举进攻济南。

丙、调处执行部签订协定，保障各地小组安全自由，调处程序由美方先行拟定，双方不得提

供虚假情报。

丁、白崇禧到北平。

戊、杜鲁门否认马歇尔任务失败。

己、中美在沪商定将美国在太平洋各岛屿剩余物资售与中国（计一千五百万美元）。

庚、南京试行警员警管区制度。

辛、上海发现警察局之【特种户口调查表】。

壬、四国外长会议同意休会，延至六月十五日在巴黎重开。

癸、日本吉田茂组阁。

５﹐１７（四，一七）

甲、热河共军大举进攻平泉北票间之国军防线。

乙、四平街战事激烈，国军占西丰，进攻梨树太平岭，师长赵琛受伤。

丙、白崇禧到沈阳视察。

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棘手，美代表罗伯森，政府代表郑介民飞南京向马歇尔请示。

戊、马歇尔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晤谈。

己、共军攻占济南附近之明水、龙山车站。

庚、外交部覆美政府，赞同订立中美苏英四国公约，防止日本重整军备之提议。

辛、王芃生病卒。

５﹐１８（四，一八）

甲、北宁线锦榆段国军收复前所。

乙、国军收复热河北票，共军进攻朝阳、凌源、平泉。

丙、共军进攻天津附近。

丁、国军击退进攻津浦线北段共军，马厂唐官屯间铁道被毁。

戊、美太平洋海军陆战队总司令盖格自天津到青岛。

己、艾森豪威尔视察太平洋竣事，离檀香山回国。

５﹐１９（四，一九）

甲、国军（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收复四平街，【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溃退。

乙、北宁线锦榆段国军会师高岭。

丙、共军三路（东、南、西）围攻济南，占领龙山镇明水镇。

丁、保定附近之共军被击败，退满城。

戊、行政院派翁文灏为石油公司董事长（资源委员会昨日设立中国石油有限公司）。

５﹐２０（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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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白崇禧、杜聿明自沈阳赴四平街视察。

乙、河北共军攻占天津附近之安次县及石家庄南之元氏。

丙、民主同盟电蒋主席及毛泽东，吁请即刻停战：（１）中共军队退出长春，（２）中央不再

进兵长春，（３）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委员人选由各方协商。

丁、马歇尔总部发布声明，尽力设法使东北战事不致延及华北，并盼双方停止怨恨与猜忌之

宣传。

戊、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广播，决为和平采取攻势。外长会议未能获得协议之原因，大半由于

苏俄的固执。

己、中丹签订取消丹麦在华治外法权协定。

庚、上海市政府召开粮食会议，宣布紧急措置办法（米价达每石八万元）。

辛、各地金价每两突破二十万元。

壬、台币开始发行。

５﹐２１（四，二一）

甲、国军自四平街进驻公主岭。

乙、马歇尔周恩来会谈。

丙、邵力子宴中共代表，交换意见。

丁、行政院决议改导淮委员会、黄河、长江、华北水利委员会为淮河、黄河、长江、白河、

珠江水利工程局。

戊、伪立法院副院长、考试院副院长缪斌在苏州枪决。

己、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重庆私带旅客勒索巨款之【威宁】炮舰舰长李孟元等枪决。

庚、伊朗政府宣布苏军已自亚塞尔拜然省撤退。

辛、美共和党参议员演说，美决不牺牲其原则与苏俄妥协。

５﹐２２（四，二二）

甲、白崇禧离沈阳飞北平转南京（白主乘胜大举追击）。

乙、张群在上海见民主同盟及青年党代表。

丙、马歇尔再与周恩来会谈。

丁、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光荣的四平街保卫战】

社论。

戊、政府、中共及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商定迁移黄河旧道居民办法。

己、广西湖南灾情惨重，灾民日有饿毙。

５﹐２３（四，二三）

甲、国军收复长春及辽源、怀德。

乙、蒋主席偕夫人及白崇禧、张嘉璈自南京到沈阳（蒋离南京，使马歇尔之调解进行困难）。

丙、毛泽东电复民主同盟，赞成其解决东北问题建议。

丁、周恩来续访马歇尔，谈恢复交通，撤出长春，及执行小组美方代表之最后决定权。

戊、俄大使彼得罗夫答复外交部５﹐４照会，谓俄军已于五月三日全部完成自满洲之撤退。

５﹐２４（四，二四）

甲、蒋主席自沈阳向马歇尔提出恢复和平条件，执行有关政府收回东北主权之行动自由之一

月十日停战协议，及二月二十五日整军协议，恢复华北交通，军调部及执行小组之美代表应

有最后决定权（对于下令停止军队前进及在长春成立军调部先头小组未提）。

乙、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与周恩来商谈宣传休战问题。

丙、张群在沪谈话，政府将续接收长春铁路各城市。

丁、宋子文与马歇尔谈借款事。

戊、北宁线锦榆段修复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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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东北共军攻占鞍山及汤子岗车站。

庚、调处执行处济南小组在临沂与共军陈毅商谈济南附近冲突，未获协议。

辛、盟国赔偿委员会美方代表鲍莱抵南京。

５﹐２５（四，二五）

甲、政府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厉生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之会谈重开，就

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及宣传休战问题交换意见。

乙、马歇尔、周恩来会谈。

丙、周恩来之代表齐燕铭到上海，访民主同盟代表。

丁、热河共军围攻叶柏寿。

戊、伊宁代表离迪化返伊犁请示。

己、上海中国航空公司员工罢工，要求改善待遇。

５﹐２６（四，二六）

甲、马歇尔收到５﹐２４蒋主席函，即邀周恩来会晤。

乙、蒋主席在沈阳收接人民陈诉函件。

丙、东北共军攻占沈阳东南之钢铁业中心鞍山镇。

丁、国军收复河北东明。

戊、汉奸王荫泰、齐燮元、汪亢虎、殷汝耕、俞晋龢、汪时璟、潘毓桂、文元模、周作人等

自北平解南京。

５﹐２７（四，二七）

甲、军事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徐永昌访马歇尔。

乙、蒋主席出席沈阳各界联合纪念周，并招待士绅。

丙、蒋主席禁止东北红军票流通。

丁、各地金价下跌（每两十八万至十九万之间）

。

戊、美驻华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马格鲁德离沪回国。

己、莫洛托夫谴责英美强以其意志加诸苏俄。

５﹐２８（四，二八）

甲、国军接收吉林永吉及小丰满水电厂。

乙、蒋主席在沈阳慰问负伤官兵。

丙、新华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东北局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公布，联军自动撤出长春，

在求得东北和平早日实现。

丁、民主同盟罗隆基等八十九人发布告国人书，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对政府有所指责。

戊、民主同盟代表自上海到南京，即与中共代表长谈。

己、东蒙古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决议取消东蒙古自治政府，加入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改自治

军为东北民主联军之一部。

庚、越南河内我军全部撤退。

辛、改派汤恩伯为首都卫戍司令。

壬、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反驳昨日莫洛托夫之谈话。

５﹐２９（四，二九）

甲、蒋主席在沈阳市民欢迎会致词，勉慰东北同胞自立自强，保卫领土，埋头建设，增进幸

福。

乙、马歇尔再电蒋主席，请东北国军停止前进（５﹐３１再电）。

丙、宣传部长彭学沛答记者问，国共宣传休战已获初步效果。

丁、北平共产党之解放报及新华分社以未经核准，于法不合，被查封（此外尚有其它报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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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社三十余家）。

戊、成都立达中学学生刺杀训育主任案宣判，凶手处徒刑十五年。

己、英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福拉塞到南京（５﹐３１离去）。

５﹐３０（四，三○）

甲、蒋主席偕白崇禧自沈阳到长春视察，并接见士绅，即飞北平（白主续向共军追击，蒋主

席以马歇尔一再电阻请国军停止前进，遂不果）。

乙、顾维钧到沈阳。

丙、马歇尔邀晤周恩来。

丁、东北共军攻占海城，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瑞（滇军）被俘。

戊、四川北碚警察枪击测量学校学生，死伤六人。

己、梅思平判处死刑。

５﹐３１（五，一）

甲、明令设立国防部，裁撤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会与军政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乙、特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部长，简任林蔚、秦德纯、刘士冲为次长。

丙、特任陈诚为参谋总长，简任刘斐、郭忏、范汉杰为次长。

丁、任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陈诚兼海军总司令，周至柔为空军总司令，黄镇球为联合后方

勤务总司令。

戊、特任薛岳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己、蒋主席在北平召见军政首长。

庚、白崇禧自北平回抵南京。

辛、何应钦通电宣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本日撤消，并勖勉各将领。

壬、东北共军进占海城、大石桥，国军收复鞍山。

癸、伪宣传部长林柏生被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伪食米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袁履登被上海

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子、美总统杜鲁门宣称，斯大林已两度未接受访美之邀请。

丑、日皇裕仁二次进谒麦克阿瑟。

６﹐１（五，二）

甲、蒋主席电马歇尔，同意由军调处派员赴长春，惟不允立即下令停止国军前进。

乙、马歇尔提出调解东北问题新方案。

丙、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访周恩来，商时局。

丁、国防部成立。

戊、青年军开始离营复员。

己、中国石油公司在上海成立。

庚、航空委员会接收上海、广州、汉口中国航空公司机航设备。

６﹐２（五，三）长沙电，湘灾严重，零陵四月份饿毙一千七百七十八人。

６﹐３（五，四）

甲、蒋主席自北平回抵南京（过济南时曾停留四小时）。

乙、马歇尔与周恩来长谈六小时。

丙、吉林国军进占桦甸。

丁、蒋主席宣布半年内禁绝收复区烟毒。

戊、陈公博在苏州枪决。

６﹐４（五，五）

甲、马歇尔访蒋主席长谈。

乙、东北国军收复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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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中国航空公司工潮平息。

丁、曾任伪司法行政部长、教育部长李圣五判处徒刑十二年。

６﹐５（五，六）

甲、马歇尔再访蒋主席，决定东北暂时停战。

乙、东北国军收复大石桥。

丙、中宣部长彭学沛谈，政府建议提高美方对于国共问题之仲裁权。

丁、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之社论，猛烈抨击美国对华政策。

戊、山东共军大举攻胶济、津浦路。

己、调整公教人员待遇，京沪基数七万元，加成三百八十倍。

庚、国防部各厅、局、署人选发表。

辛、爪哇坦其隆华侨三千余人被荷印人屠杀。

壬、意大利公民投票否决君主政制，义王安伯托去位。

６﹐６（五，七）

甲、蒋主席宣布东北停战十五日（自明日正午起），在此期间必须使下列三点获得完满解决：

（一）完全停止东北冲突之详细办法，（二）完全恢复国内交通之详细办法及进度，（三）获

得一确切之基础，迅即实施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有关全国军队复员整编统编之协议。

乙、周恩来发表谈话，对蒋主席宣布停止东北军事冲突之命令，表示接受（传毛泽东到莫斯

科）。

丙、财政粮赋会议在南京开幕（改订财政收支系统）。

丁、军事调处部美方参谋长白鲁德自北平飞抵长春。

戊、伊宁事变协议附件在迪化签字。

己、新疆省政府下令释放政治犯。

庚、英首相阿特里在下院谈话，赞誉马歇尔在华劳绩。

６﹐７（五，八）

甲、东北国军停止前进。

乙、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反对美国帮助屠杀东北人民】之社论。

丙、周恩来自南京飞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对和战商谈之基本态度。

丁、东北共军四路攻拉法、陶赖昭、五棵树、哈拉海。

戊、皖北国军收复来安。

己、山东共军猛攻德州、聊城、大汶口、周村、张店。

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远东区域委员会在南京开幕（６﹐９闭幕）。

辛、何应钦到台北。

壬、南京军事会议闭幕（共二日）。

６﹐８（五，九）

甲、山东共军向济南外围猛攻，并占领胶济线之张店（策应东北共军）。

乙、第三方面代表莫德惠、梁漱溟、黄炎培、李璜等访马歇尔。

丙、蒋主席在财政收支系统会议训词，谓征实延长一年对完成复员工作实为必要。

丁、立法院例会质询政府财政经济施政。

６﹐９（五，一○）

甲、山东共军向青岛外围猛攻，占领胶州，并炸毁津浦路韩庄大桥，占领枣庄。

乙、东北共军猛攻吉林拉法，被国军击退。

丙、周恩来自延安返抵南京。

丁、财政收支系统会议通过本年征实酌办征借，带征公粮（明日闭幕）。

６﹐１０（五，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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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谈判方案。

乙、马歇尔访晤蒋主席。

丙、山东共军占德州、泰安及周村，东北共军占吉林拉法。

丁、平津间共军进攻武清及河西务。

戊、山东晏城执行小组政府代表雷奋强被共军击毙。

己、越南我军完全撤退。

庚、浙江大学教授不满调整待遇办法，今日起罢教。

辛、意大利正式公布改建共和。

６﹐１１（五，一二）

甲、军事三人小组政府代表徐永昌访中共代表周恩来。

乙、青岛市区外围共军被击退。

丙、海军舰队指挥部参谋长魏济民率队巡视黄海渤海。

丁、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戴笠。

戊、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投江殉职之江西田赋粮食管理处长程懋型。

己、越南政府党与反对派发生冲突。

６﹐１２（五，一三）

甲、马歇尔晤周恩来，责问共军在山东发动之攻势。

乙、河北共军占永年（已围攻九月）。

丙、山东共军进攻即墨，并自海上进犯围岛。

丁、东北各地停战。

戊、美海军续赠中国两栖舰八艘，本日在青岛举行接受典礼。

６﹐１３（五，一四）

甲、苏北共军进犯仪征六合。

乙、山东共军吴克华、聂凤智攻占高密。

丙、美七舰队司令柯克派代表飞临沂，请共军新四军军长陈毅制止共军侵犯青岛。

丁、中共发言人宣称已下令制止共军进攻青岛。

戊、伊朗和平统一，亚塞尔拜然省取消自治。

己、杜鲁门向国会声明，租借援华旨在协助中国驱除残余日军，美决不以武力干涉中国内争。

庚、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发表谈话，谓国民党军进攻共军，并说明中共态度（问题可以一个一

个解决，先易后难，以便打开新的局面）。

辛、共军再自海上进犯青岛西郊之团岛。

壬、河北共军进犯娘子关。

癸、美国赔偿专员鲍莱飞抵沈阳。

子、上海粮政特派员办公处负责人员以粮贷舞弊被拘。

丑、上海轮船业公会反对外轮航行内河。

寅、印度国民大会党拒绝英国所拟印度独立计划。

６﹐１５（五，一六）

甲、中共东北方面代表李敏然（即李立三，甫自苏俄归）王育道在南京访晤马歇尔。

乙、马歇尔向政府及中共代表提出结束东北之战事文件。

丙、山东共军猛攻济南外围。

丁、山西共军攻占闻喜，并猛攻绛县。

戊、空军军官学校在杭州笕桥复校。

己、美、英、苏、法四国外长会议在巴黎重开。

６﹐１６（五，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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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三人军事小组马歇尔、徐永昌、周恩来签订协议，根据３﹐２０停战协议，加强长春调

处部分工作，但如在６﹐２２以前未能获得进一步之具体协议，即告无效。

乙、徐永昌以备忘录交周恩来，提议赋与马歇尔以仲裁权。

丙、山西共军攻占朔县。

丁、山东共军攻占即墨。

戊、国防部发言人谴责共军破坏协议。

６﹐１７（五，一八）

甲、马歇尔邀晤周恩来，并访蒋主席，续商停止东北冲突办法，恢复交通，及整军方案三问

题。

乙、军事三人小组政府代表徐永昌分晤马歇尔、周恩来。

丙、中美成立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议。

丁、美赔偿专员鲍莱在抚顺视察。

６﹐１８（五，一九）

甲、马歇尔以蒋主席所提东北整军方案送达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拒绝接受（划兴安岭以北为

东北共军驻区，中共须于九月一日前退出热察二省及山东重要海口）。

乙、第二方面代表（民主同盟、青年党）分别招待中共及政府代表，听取报告。

丙、青岛国军收复城阳。

丁、特派宋子文翁文灏为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戊、特任徐永昌为陆军大学校长。

６﹐１９（五，二○）

甲、美代国务卿艾契逊在国会宣布马歇尔主继续军事援华，助编中国军队为六十师，共军十

师须统编后始能装备。

乙、中共代表拒绝东北整军方案，商谈僵持，第三方面代表积极斡旋。

丙、政府向军调部提备忘录，盼共军停止进攻青岛济南。

丁、青岛形势缓和，共军后退。共军飞机二架在柳亭扫射。

戊、海军舰艇炮击烟台威海卫。

己、军调部新乡小组政府代表郭子祺被共军击毙。

庚、新疆省政府改组，任命哈回各族人士为副主席，民政财政厅副厅长，教育建设厅长及副

秘书长。

６﹐２０（五，二一）

甲、马歇尔访蒋主席，商延长停战期限。

乙、中共代表建议政府：（一）由三人会议宣布东北长期停战，重申全国停战令，规定具体

办法，令双方部队遵守。（二）协商恢复全国交通办法，并先修复重要铁道。（三）商定整军

及复员之具体补充办法，立即实施。（四）重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改组政府，保障人权，

解救民生，完成统一等问题。

丙、中央宣传部发言人谈，和平谈判双方已充分交换意见，交通问题较易解决，惟军队整编

及共军驻地问题仍未决定，中共亦未接受美方公断权。

６﹐２１（五，二二）

甲、蒋主席宣布停战时限延长八天，至六月三十日中午为止。

乙、马歇尔竟日分别与周恩来及蒋主席商谈（过去半月间政府曾提出文件，一、关于东北整

军者，统编共军为三师，驻于齐齐哈尔、海拉尔、延吉；二、关于关内统编共军及驻地问题

者，规定共军撤出察哈尔、热河及山东东部，在统编时减少两师。后者中共拒绝考虑，并拒

绝政府派遣路警进入共区）。

丙、军事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参谋长戴梯乐到哈尔滨，晤东北共军总司令林彪（明日回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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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不允执行小组入共区）。

丁、上海学生二万人举行反对内乱游行，要求统一，要求建设（

同时【争取和平联合会】之反内战运动亦开始）。

戊、特任薛笃弼为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己、特派甘乃光为庆贺菲律宾独立特使。

庚、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及伪【国民政府监察院长】【

立法院长】梁鸿志被上海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辛、驻江西之第四十九师一部士兵哗变，入福建邵武。

６﹐２２（五，二三）

甲、三人会议恢复，徐永昌、周恩来、马歇尔出席，无结果（中共要求全面长期停战，召集

政协会议，解决改组政府，保障人权）。

乙、毛泽东发表声明谓美国援助国民政府为干涉中国内政，应即停止，并撤退在华美军。

丙、莫斯科红星报谓中国内战原因之一为美国对国民党之武装援助。

６﹐２３（五，二四）

甲、三人会议续举行，俞大维、周恩来、马歇尔出席，商讨恢复交通问题。

乙、共军猛攻青岛市郊水源地，进犯济南之共军被迫渐向后撤。

丙、上海举行【反内战】游行，与散发【反乱】

传单之学生冲突。

丁、上海各界争取和平代表马叙伦等到下关与苏北难民代表冲突，遭受殴打，大公报记者亦

受伤。

戊、无锡两报馆被军人捣毁，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允负责赔偿。

己、绥远伊盟准格尔旗临时善后委员会成立。

６﹐２４（五，二五）

甲、三人会议续商恢复交通与东北停战问题，获致协议，就６﹐６以前之事实状态，双方军

队停止移动；再根据３﹐２停战协议，订定具体办法，拆除铁路沿线碉堡及铁路整理权。

乙、张家口共军进迫南口附近。

丙、蒋经国自北平抵沈阳。

丁、鲍莱调查团自沈阳抵长春。

戊、伪苏豫边区总司令胡毓坤，伪湖北省长杨揆一，伪海军部长凌霄，伪天津市长温世霖判

处死刑。

６﹐２５（五，二六）

甲、特任顾维钧为驻美大使（继魏道明）。

乙、山东共军猛攻潍县昌乐。

丙、政府处分６﹐２３下关殴打事件之负责人员。

６﹐２６（五，二七）

甲、三人小组【关于东北停止冲突之指示】协议成立。

乙、马歇尔分别与蒋主席及周恩来洽谈东北军队比率（蒋允共军增为三师）及整军方案。中

共提出【以政治军，军民分治】等条件。

丙、空军第八大队队员刘善本所驾Ｂ２４型机降落延安。

丁、何应钦自北平抵沈阳。

戊、选任魏道明为立法院副院长。

己、经济部设立计划委员会。

庚、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军事援华案。

辛、前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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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７（五，二八）

甲、马歇尔访蒋主席，并晤周恩来（症结在防区制与统帅权问题，蒋要求共军于十日内退出

苏北、胶济铁路、承德、古北口、安东及哈尔滨。周拒绝，惟允减少苏北及胶济路驻兵）。

乙、延安解放日报再度抨击美国援华政策。

丙、豫鄂边区之共军李先念部为国军包围，开始移动（６﹐２３已向宣化店移动）。

丁、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美方代表抵上海。

戊、监察院长于右任飞抵迪化。

６﹐２８（五，二九）

甲、马歇尔分向蒋主席及周恩来提出折衷方案（蒋仍坚持共军须退出苏北、胶济线、承德、

安东）。

乙、民主同盟及青年党代表分晤政府及中共代表。

丙、何应钦抵长春。

丁、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开会，讨论盗卖大豆案（涉及张嘉璈及粮食部特派员梁敬錞。时张

嘉璈有兴业公司，专办运输，熊式辉有源远长钱号，专办汇兑及法币与东北流通券折换。军

人复任意占领房产）。

戊、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契逊对记者发表声明，重申援华政策在协助中国完成统一，并建立一

近代化之国军。

６﹐２９（六，一）

甲、周恩来晤马歇尔，表示苏北共军不能于一个月内撤退，并拒绝退出承德。

乙、豫鄂间（中原军区）共军开始突围，李先念、王树声部及贺炳炎（江汉军区）分路进攻

平汉铁路，张体学部（鄂东军区）自黄安东趋麻城立煌。

丙、何应钦自长春返抵北平。

丁、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通令保障人民自由。

戊、东北军事代表团长董彦平返国，抵南京。

６﹐３０（六，二）

甲、停战期满，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宣布政府和平统一方针不变，中央军队不对中共军事行

动。中共代表团声明仍愿继续商谈，求得政治解决（主要问题为整军实施方案及指定驻军地）。

乙、苏北共军攻占泰兴。

丙、共军【东江纵队】二千四百人自广东登美艇北撤烟台（７﹐５到达）。

７﹐１（六，三）

甲、政府及中共分别下令禁止军队前进。

乙、豫鄂边区共军李先念部（一万五千人）及王树声部（约五千人）分自在信阳以南、花园

以北越过平汉铁路，炸毁桥梁。

丙、山西共军攻占宁武。

丁、军调部青岛执行小组成立，济南小组撤销。

戊、粤汉铁路恢复通车。

己、民主同盟扩大反美运动，定九月为【反美突击月】。

庚、新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就职，于右任监誓。

辛、美海军在太平洋比基尼试验原子弹。

壬、国防部保密局成立（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而成，郑介民、毛人凤任正副局长）。

７﹐２（六，四）

甲、蒋主席接见周恩来，希望中共亦能如政府之忍让，并指定陈诚、王世杰、邵力子与周商

谈。

乙、鲁中国军收复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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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任命唐纵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

７﹐３（六，五）

甲、国防最高会议决议，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并通过三十五年度田赋征实征借

办法（翌日明令公布）。

乙、中共代表声明不受国防最高会议决议案之约束，定期召开国民大会，事先中共毫无所知。

丙、共军王树声部西抵湖北应山，张体学部（鄂东军区）进占安徽立煌（即折回鄂东罗田）。

７﹐４（六，六）

甲、政府代表陈诚、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董必武商谈（以苏北问题为主）。

乙、山西共军攻占繁峙。

丙、四国外长会议决定国际共管的里雅斯德港，并同意于７﹐２９召开和会。

丁、菲律宾正式独立，中国特使甘乃光致贺。

７﹐５（六，七）

甲、马歇尔接见俞大维及周恩来。

乙、军调部长春分部美代表戴伯尔门抵哈尔滨，晤共军司令林彪（明日飞北平）。

丙、各大城市之警惕警报均停放，华北等地防空司令部成立。

丁、共军李先念部抵鄂北枣阳，贺炳炎部（约五千人）越襄河陷宜城。

戊、参政会驻会委员请管制物价，裁减粮政人员。

己、胡适自美国回抵上海。

庚、四国外长会议，苏俄反对中国为欧洲和会召集国，并须先同意和会程序规则。

７﹐６（六，八）

甲、陈诚、王世杰、邵力子及周恩来、董必武再度商谈。

乙、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抵沈阳。

丙、共军李先念部西抵桐柏唐河，王树声部抵随县枣阳，张体学部抵罗田。

丁、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根据１９４５﹐１２﹐２４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议，中国应为

欧洲和会召集国。

７﹐７（六，九）

甲、中共宣言，主停止冲突，重开政协，拒绝美国援助，否认美国借款，并猛烈抨击美国对

华政策。

乙、中共代表团致函政府代表孙科等，反对１１﹐１２召开国民大会。

丙、共军李先念部抵新野，王树声部逼襄樊。

丁、首都举行抗战死难军民大会，蒋主席亲临主持。

戊、青年党分裂，周济道等在南京成立中央委员会（８﹐１３发布宣言）。

己、美海军部长福莱斯德抵南京。

庚、美议员八人抵南京。

７﹐８（六，一○）

甲、政府中共之五人商谈陷于僵局，周恩来晤马歇尔。

乙、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在记者招待会谈，整军及驻军地点必须获得协议，并急望确实恢复

东北主权，关内与东北交通，山东路矿与治安，苏北难民还乡。

丙、共军贺炳炎部占湖北南漳。

丁、首都国民党员举行党政革新座谈会。

７﹐９（六，一一）

甲、周恩来访马歇尔，要求政府召开三人军事会议及政协综合小组会议。陈诚等对后者，认

政协决议只待实施，要求共军撤出苏北、热河、察哈尔。

乙、马歇尔邀晤青年党领袖曾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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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河北共军攻沧县马厂。

丁、共军李先念王树声部自河南新野西抵邓县，张体学部东入广济。国军收复宜城。

戊、联合善后救济总署宣布停止以物资运华，因中国无力将救济品运往灾区。

己、联合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职员三百余人向总署控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抛售物资流入

黑市，并以物资为武器，对中共区分配甚少。

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抵长春。云南省府主席卢汉到沈阳。

７﹐１０（六，一二）

甲、国共五代表会议重开，仍无结果。

乙、美参院外交委员会批准以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次日任命）。

丙、绥包铁路客车遭共军飞机扫射。

丁、京沪铁路周泾江路轨突遭破坏，特别快车倾覆。

戊、中共之延安大学校长周扬等四人到北平，准备赴美。

７﹐１１（六，一三）

甲、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在昆明遇刺身死。

乙、马歇尔派第九调处小组飞鄂，调解李先念部与政府军之冲突（时李部进至老河口、淅川

附近）。

丙、中共代表招待记者，不满救济物资之分配。

丁、成都军人械斗，死二人。

７﹐１２（六，一四）

甲、苏北战事开始，共军进攻泰兴。

乙、山西共军攻占崞县。大同围急，楚溪春将军视察四郊阵地。

丙、河南共军占柘城。

丁、被俘之长春市长赵君迈被释抵长春（与一中共被俘人员交换）。

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招待记者，解释物资分配之困难。

己、客机一架在济南失事。

庚、何应钦离上海飞美。

辛、胡适自上海到南京。

壬、巴黎四国外长会议闭幕。

７﹐１３（六，一五）

甲、苏北共军猛攻泰兴，国军失利。

乙、北宁线津榆段留守营美军七名被共军拘留。

丙、国防部报告编余军官已有十四万人。

丁、第五十三军自越南运抵秦皇岛，即开赴东北。

７﹐１４（六，一六）

甲、蒋主席自南京飞抵牯岭。

乙、周恩来自南京赴上海。

丙、山东共军撤出胶县。

丁、共军罗厚福部占湖北保康，李先念部自淅川渡丹河，张体学部经英山、霍山走六安。

７﹐１５（六，一七）

甲、民主同盟中委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在昆明被刺身死。民盟要人潘光旦、张奚若、费

孝通等九教授避入美领事馆。

乙、马歇尔送夫人抵九江，即返南京。

丙、司徒雷登大使自北平飞抵南京。

丁、苏北共军（粟裕）攻占泰兴，六合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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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周恩来与蒋廷黻会谈，商救济物资分配。

己、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烟台办事处成立，办理共区救济。

７﹐１６（六，一八）

甲、马歇尔迎周恩来返京，商苏北问题。

乙、苏北国军克复泰兴。

丙、特任郑天锡为驻英大使。

丁、善后救济总署宣布与英商所订代运救济物资之契约失效。

戊、顾祝同、卢汉离沈阳，取道北宁路入关，熊式辉同行（卢在东北宣慰滇籍军士）。

己、共军黄林（李先念部）经方城进至南召之伏牛山。

庚、中共自张家口运抵北平之黄金四百两被扣。

７﹐１７（六，一九）

甲、蒋主席令云南军政党局于一星期内缉办李公朴、闻一多案凶犯。

乙、行政院通令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与自由。

丙、上海文汇报被警察勒令停刊七日。

丁、国防最高会议决议各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称为国民政府主席行辕。

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远东区委员会开会，指责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经费不足及分配物资

之不公允。

７﹐１８（六，二○）

甲、马歇尔、司徒雷登自南京飞抵牯岭，晤蒋主席。

乙、共军李先念部经淅川荆紫关入陕西山阳境。

王树声部围攻湖北房山。

丙、周恩来在上海谈话，谓陈立夫到沪，系布置新政治暗杀。

丁、留渝西南联大教职员电教育部，谓昆明惨案，政府责无旁贷。

戊、伪政府驻日大使蔡培判处死刑。

己、苏俄陆军总司令朱可夫左迁为敖德萨军区司令。

７﹐１９（六，二一）

甲、美国新任大使司徒雷登在牯岭觐见蒋主席，呈递国书。

乙、国军克复苏北如皋，进攻六合之共军亦被击退。徐州外围激战，自湖北东走之张体学部

一股扰津浦线（定远附近）。

丙、周恩来到开封，视察黄河堵口工程。

丁、驻青岛之海军教导总队分批捣毁戏院，并掷弹伤人。

戊、参政会检举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何德奎有汉奸嫌疑。

己、东京 谷日警与华人（台省人）冲突，华人死二名，伤十四名。

７﹐２０（六，二二）

甲、司徒雷登自牯岭返抵南京。

乙、民主同盟代表为李公朴、闻一多案向政府代表抗议。

丙、东北共军代表李敏然（立三）自哈尔滨到长春。

丁、河北省政府自北平迁保定。

戊、山西共军围攻应县。苏北共军（伪军郝鹏举部）围攻东海。

己、何应钦抵华盛顿，出席联合国参谋会议。

庚、毛泽东指示中共，粉碎国军进攻。

７﹐２１（六，二三）

甲、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王世杰自南京启程（７﹐２７抵巴黎）。

乙、共军自海上袭占青岛附近王哥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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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到牯岭。

丁、美国所赠之舰艇八艘到南京。

７﹐２２（六，二四）

甲、马歇尔自牯岭飞返南京，即邀晤俞大维（政府主实施政协决议，完成宪法，召开国民大

会）。

乙、莫斯科广播指摘美国培养中国内战，苏俄不能熟视无睹，现已届实现莫斯科外长会议决

议之时。

丙、扬州以北仙女庙邵伯间及如皋附近激战。

丁、宋庆龄在上海发表谈话，要求立即成立联合政府，并请美国停止军事援华。

戊、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成都发表【民盟的态度与作风】一文，声明对国共两党严守中立（罗

隆基在沪谈话，谓非中立，而是有是非的）。

己、远东国际法庭在东京续开，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出庭作证，陈述日本侵华经过。

庚、黄河暴涨，中牟堵口溃决。

辛、招商局同利轮在和州被劫。

７﹐２３（六，二五）

甲、苏北共军自靖江偷渡长江，谋夺取江阴要塞，被江上巡逻队击退，京沪人心不安。

乙、苏北国军收复如皋。

丙、皖北国军收复灵璧。

丁、共军王树声部进抵湖北竹山，李先念部逼漫川关。

戊、河南省党部书记长张炎茂在开封被暗杀。

己、警察总署长唐纵到昆明，处理李公朴、闻一多案。

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自北平到牯岭。

辛、任命陈质平为驻菲律宾公使。

壬、美国商务部长华莱士致书杜鲁门，建议改变军事及外交政策，应同意苏俄有合理的防卫

（９﹐１７此函发表）。

７﹐２４（六，二六）

甲、纽约时报辩护美国之对华政策，并正告苏俄，指责其在东北之行动。

乙、英国曼哲斯特导报呼吁中国停止内战。

丙、共军飞机二架在扬州以北扫射。

丁、国防部长白崇禧到徐州。

戊、苏北国军收复萧县、新安镇。

己、中常会决议，中央训练团改隶行政院。

庚、庐山夏令营举行开学典礼，蒋主席讲话。

辛、挪威大使及阿富汗公使在牯岭呈国书。

壬、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陶行知病卒于上海。

７﹐２５（六，二七）

甲、伦敦泰晤士报及新闻纪事报评中国时局，劝勿以武力解决事件。

乙、林彪之代表李立三（敏然）到沈阳，访杜聿明。

丙、周恩来自上海返南京，行前招待外国记者，否认中共将渗入上海。

丁、苏北国军收复宿迁。

戊、苏俄消息报评讥南京救国日报。

己、国立英士大学校长何炳松病卒于上海。

庚、比基尼附近再试原子弹，炸沈大战舰二艘。

７﹐２６（六，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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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上午马歇尔邀晤周恩来，下午二次飞牯岭（周主先实现全面停战，再开政协综合小组会

议，改组政府）。

乙、晚司徒雷登与周恩来晤谈。

丙、李立三在沈阳访杜聿明，谈三小时。

丁、晋北共军攻占应县，大同形势益急。

戊、国军收复安徽天长。

己、中共山东第三军分区司令兼旅长王道率部投归国军。

庚、行政院公布在日本之台侨自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恢复中华民国国籍。

辛、美民主党议员柏德森对国民党作强烈批评，主立即停止对华援助。

７﹐２７（六，二九）

甲、司徒雷登再飞牯岭，即与马歇尔及蒋主席会谈。

乙、国军收复安徽天长。

丙、经两日剧战，进犯扬州之共军被击退。

丁、李立三访熊式辉。

戊、顾祝同、卢汉等自牯岭飞昆明，处理李公朴、闻一多案。

７﹐２８（七，一）

甲、延安举行反特务大会，朱德演说抨击美国。

乙、苏北国军收复宝应。

丙、李立三与沈阳市长董文琦成立小丰满电路协议。

丁、滇境驻军整编问题解决，师长龙绳祖离职。

戊、司徒雷登病。

７﹐２９（七，二）

甲、美海军陆战队巡逻队四十一人自天津赴北平，行至香河安平，被共军袭击，死四人，伤

十一人。

乙、美国对华军火出口禁令开始施行（七个月）

。

丙、徐州东南战事激烈。

丁、胡适到北平。

７﹐３０（七，三）

甲、马歇尔自牯岭返南京（安平事件震动牯岭）

。

乙、中共发表文告，在内战未停止，政府未改组前，希望美国勿以借款及物资援助国民党。

丙、李立三自沈阳返哈尔滨。

丁、安徽国军收复盱眙。

戊、欧洲和平会议在巴黎开幕。

７﹐３１（七，四）

甲、美副国务卿艾契逊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中共军队未整编前，美国无意予以装备。

乙、公布退休上将冯玉祥等十五人，中将二百十七人，少将五百七十六人。

丙、中央宣传部以救国日报抨击苏联，予以警告处分。

丁、山东共军决运河堤，水淹聊城（徐州附近河堤亦被决）。

８﹐１（七，五）

甲、司徒雷登康复，访蒋主席，建议组织一特种委员会。

乙、马歇尔晤周恩来，谈７﹐２９安平事件。

丙、庐山中央日报主集中力量，追寻民主宪政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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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国防部军中新闻业务会议在牯岭开幕。

戊、南京防空司令部成立。

己、侵华战犯矶谷廉介及谷寿夫自东京解抵上海。

８﹐２（七，六）

甲、政府飞机七架飞延安王家坪附近投弹，击毁６﹐２６降落延安之刘善本机。

乙、马歇尔访宋子文，谈安平事件。

丙、美驻华舰队总司令柯克到牯岭，访蒋主席。

丁、轰炸机二架在北平南苑焚毁。

８﹐３（七，七）

甲、马歇尔晤周恩来，三飞牯岭。

乙、晋北共军攻占怀仁，开始包围大同（守大同者为楚溪春）。

丙、苏北国军收复海安镇（以大水，战事僵持）

。

丁、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自南京飞昆明，调查闻李案。

戊、巴黎和会通过由美、英、苏、法四国轮任主席。

８﹐４（七，八）

甲、马歇尔司徒雷登访蒋主席。

乙、宋子文、陈诚到牯岭。

丙、共军猛攻大同、太原。

８﹐５（七，九）

甲、牯岭商讨改组政府问题，先成立一五人小组。

乙、美国务院声明对华政策不变。

丙、共军猛攻徐州之双沟朝阳集。

丁、天津附近美军又遭袭击。

戊、共军飞机一架扫射大同。

８﹐６（七，一○）

甲、司徒雷登及宋子文自牯岭返南京。司徒即与周恩来晤谈（政府坚持共军退出苏北、热、

察、冀东、胶济沿线及东北大城，并恢复交通，整编军队，实现政协决议）。

乙、苏北国军收复东台。

丙、纽约前锋论坛报及华盛顿邮报赞同美国维持在华海军陆战队之决策。

８﹐７（七，一一）

甲、司徒雷登与周恩来长谈九小时（包括共方所提之停止冲突，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政

府，共区行政权等问题）。

乙、军调部美方代表指斥中共阻挠调查安平事件。

丙、英大使施谛文在牯岭递国书。

丁、俄大使彼得罗夫到牯岭。

戊、国防最高会议决议调整公教人员待遇（京沪基本津贴每人每月十一万元，加成七百二十

倍）。

８﹐８（七，一二）

甲、马歇尔自牯岭返南京（马曾明告蒋主席，如从事战争，可能使政府及经济陷于崩溃，召

致中共控制中国）。

乙、苏皖间共军侵占泗县。

丙、国防部军中新闻业务会议闭幕，各部队政治部分别改为新闻分局、新闻处、新闻室。

丁、上海各大学校长教授吁请美国继续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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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七，一三）

甲、马歇尔与司徒雷登长谈，并邀晤俞大维、周恩来。

乙、共军刘伯承部对陇海路汴徐段发动攻势，进围考城、兰封、民权、砀山。

丙、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公报，停止中原战事协议（李先念未遵守，本日李部一枝进至卢氏

灵宝）。

丁、徐州国军收复邳县。

戊、中外记者飞苏北巡视泛区。

己、溥仪押抵东京，出席远东国际法庭对质。

８﹐１０（七，一四）

甲、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谓国共双方对于军队之重新部署、撤军地区之地方政府

性质等基本问题，迄难解决，停战无法成立协议。

乙、杜鲁门致书蒋主席，希望中国在一真正民主政府之下，完成永久和平及稳定之经济，否

则将复位美国政策之必要。

丙、共军刘伯承部占兰封，及徐州以西之黄口。

８﹐１１（七，一五）

甲、俞大维、周恩来分访马歇尔、司徒雷登，请继续为和平努力（周与司徒谈五小时）。

乙、青年党主召开一全国性之谈话会，公断是非。

丙、豫东共军攻占柳林、民权、罗王，逼近开封。

８﹐１２（七，一六）

甲、周恩来访马歇尔，谈安平事件。

乙、共军炮击开封。

丙、青年党领袖曾琦及陈果夫陈立夫到牯岭。

丁、莫斯科真理报为８﹐２延安之炸，抨击美国政策及国民党。

８﹐１３（七，一七）

甲、共军攻占朱仙镇，开封附近激战。

乙、司徒雷登自南京飞北平。

丙、美国务院声明美军仍将留驻中国。

丁、行政院决议任陆志鸿为台湾大学校长，梁龙为驻捷克大使。

戊、上海市参议会成立。

己、英国名史家小说家韦尔斯卒，年七十九。

８﹐１４（七，一八）

甲、日本投降周年纪念日，蒋主席发告全国同胞书，说明国事困难症结在于共党破坏成议，

今后政府方针为：（１）如期召开国民大会，（２）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决议，（３）扩大政府

基础，（４）履行停止冲突原议，共军撤出若干构成和平威胁和阻碍交通地区，（５）仍取政

治解决方法，共党军队遵从调处，实施统编，（６）尽力解除和平威胁，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与安全。最后说明国家需要和平建设，国军以外勿有对立的军队，化武装政党为和平政党。

乙、马歇尔与周恩来叶剑英谈安平事件。

丙、国军胡宗南部自豫北援晋南。

丁、共军总攻大同。

戊、共军罗厚福部攻占鄂西兴山（寻收复）。

８﹐１５（七，一九）

甲、马歇尔携中共对蒋主席昨日文告之答辩书四飞牯岭，宋子文同行。

乙、延安解放日报开始抨击马歇尔，谓其不能保持公平不偏之态度，中国内战之不能停止，

马氏不能辞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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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美国报纸对蒋主席昨日文告反响不一（纽约时报表示赞扬）。

丁、共军刘伯承部猛攻陇海线之砀山，另支犯杞县。

戊、新疆哈萨克族领袖乌思满受伊宁维吾儿人压迫，向迪化张治中请援。

己、昆明闻一多、李公朴案公审。

庚、中国国家社会党与中国民主宪政党决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

８﹐１６（七，二○）

甲、上海武汉等处发起助学尊师运动。

乙、山西共军攻占洪洞。

丙、大同调处小组撤退。

丁、美陆军部次长柏德森自上海抵北平。

戊、美陆军部宣布尚无意撤回驻华美军。

己、伪外交部长徐良判死刑。

庚、溥仪在东京国际法庭作证。

８﹐１７（七，二一）

甲、解放日报呼吁解放区人民一致动员，击碎蒋氏攻势，并要求参加巴黎和会，对日管制委

员会。

乙、国军收复砀山。

丙、俞大维飞牯岭。

丁、宋子文自牯岭返上海。

戊、取消出口税。

己、印度加尔各答回教徒与印度教徒冲突。

８﹐１８（七，二二）

甲、纽约时报谓苏俄与中共已联成一阵线，美国不至于屈服于苏俄在华之控制力量。

乙、成都举行闻一多、李公朴追悼会，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被殴。

丙、山西共军占赵城。

丁、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绥远省府主席傅作义到北平，与李宗仁商大同军事。

８﹐１９（七，二三）

甲、中共广播，号召军人、工农、复员军人、少数民族动员一切，从事反对国民党之内战，

粉碎蒋介石之攻势。并组织自卫战争动员委员会。

乙、军事调处执行部政府代表郑介民致中共代表备忘录，如共军继续进攻大同，政府对承德、

张家口、延安将采取自由行动，以援助大同之自卫。

丙、陈诚到开封，主持豫东军事，国军收复马牧集。

丁、中央银行调整外汇，美金一元合国币三千三百三十五元（原为二千零二十元）。

戊、纽约太阳报谓中共之政策为莫斯科所拟定，此事中国及全世界均不能接受。

己、张君劢宣布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组为社会民主党（９﹐１９？）。

庚、曾琦离牯岭返京。

８﹐２０（七，二四）

甲、马歇尔自牯岭，司徒雷登及美陆军次长柏德森自北平返抵南京。司徒发表谈话，谓中国

问题并非单纯之国内纠纷，中共肆意攻击美国政府，并涉及马歇尔私人，甚至制造安平事件，

其用意无非在使美国人民对中国事件发生厌倦。

乙、彭学沛谈政府对中共容忍已到最大限度。

丙、热河国军开始自平泉向承德进攻。

８﹐２１（七，二五）

甲、司徒雷登晤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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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美陆军次长柏德森与马歇尔长谈，即离京赴沪。

丙、国军刘汝珍师收复开封附近之罗王兰封。

丁、俞大维自牯岭返京。

戊、孙立人就任长春警备司令（８﹐２３？）。

８﹐２２（七，二六）

甲、周恩来表示愿参加五人小组会议，讨论国务会议组织问题。

乙、宋子文晤马歇尔及周恩来。

丙、共军攻入豫北辉县（即退出）。

丁、汉奸褚民谊在苏州鎗决。

８﹐２３（七，二七）

甲、马歇尔晤俞大维周恩来，第五次飞牯岭，国防部长白崇禧亦到。

乙、国军收复苏北沛县。

丙、俞大维自牯岭返京。

８﹐２４（七，二八）

甲、马歇尔与白崇禧分别与蒋主席长谈。

乙、政府否认将国共争执区域交美国暂管之说。

丙、中共南京发言人王炳南对法记者谈话，主无条件停战，依照政协决议改组政府。

丁、豫东国军收复夏邑，民权亦解围。

戊、晋南共军占霍县，晋北共军（贺龙萧克）猛攻大同。

８﹐２５（七，二九）

甲、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因闻一多、李公朴案撤职，由何绍周继任。

乙、中共之【民众】周刊发表【立即无条件停战，实行政协决议】（抨击８﹐１４蒋主席文

告）。

丙、民主同盟在上海招待记者，主立即停止内战，实施政协决议。

丁、晋南共军占灵石。

戊、苏北共军猛攻泰兴泰州。

８﹐２６（七，三○）

甲、周恩来在南京招待记者，谓蒋主席８﹐１４文告更使时局恶化，中共坚持政协五项决议

全部实现，政协组织继续存在。

乙、白崇禧自牯岭返京。

丙、北平国军击退大小汤山之共军。

丁、共军继续在苏北掘运河堤，阻止国军。

戊、国军收复豫东虞县。

己、闻一多案凶手汤时亮、李文山（均现任军官）鎗决。

庚、冯玉祥上书蒋主席，论和平、民生、自由、风纪等事。

８﹐２７（八，一）

甲、马歇尔离牯岭返南京（商先改组政府，暂不谈停战及政协决议）。

乙、中共代表团向马歇尔抗议以太平洋美军剩余物资转让政府。

丙、徐州国军收复丰县及睢宁。

丁、陇海铁路汴徐段国军会师，共军退去，铁路毁百余公里。

戊、日本战犯酒井隆由国防部军事法庭判死刑。

己、苏北共军陈毅谭震林击溃国军汤恩伯部约三个旅于如皋（７﹐１３战争开始）。

８﹐２８（八，二）

甲、蒋主席函覆杜鲁门，指责中共谋以武力夺取政权，扩大政府基础能否成功，视中共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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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乙、司徒雷登与周恩来晤谈，商改组政府。

丙、延安广播反对美国以作战物资售予中国。

丁、美陆军次长柏德森二次到南京，晤马歇尔。

戊、共军退出承德，大事破坏。

己、苏北共军攻海安，围如皋。

庚、晋南共军占汾西。

８﹐２９（八，三）

甲、马歇尔与周恩来晤谈，决先成立一非正式之五人小组（国共各二人，美方一人），交换

政府改组意见（政府暂搁置五项要求）。

乙、中共中央声明反对美蒋罪恶买卖。

丙、国军（第十三及第五十三军）收复承德。

丁、苏北国军收复宿迁。

戊、参谋总长陈诚到北平。

己、阎锡山代表到西安，商胡宗南军援晋事。

庚、民主社会党致函民主同盟，要求民盟重要声明均须预先取得民社党之同意。

８﹐３０（八，四）

甲、马歇尔第六次飞牯岭。

乙、吴铁城张厉生飞牯岭（吴张为参加五人小组之政府代表）。

丙、周恩来告司徒雷登，国府委员会问题议妥后，政府须放弃五项要求及实现无条件停战。

丁、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向政府及中共呼吁立即停战，恢复商谈。

戊、热河国军收复隆化。

己、承德军调部小组在围场附近误被飞机扫射，三方代表均有死伤。

庚、苏北泰州黄桥共军被击退。

辛、白俄谢米诺夫判处死判。

８﹐３１（八，五）

甲、杜鲁门再函蒋主席，力劝以政治统一方式，迅速结束内战，美国方能援助中国复兴。

乙、蒋主席接见马歇尔，并对吴铁城张厉生有所指示。

丙、司徒雷登自京飞上海。

丁、周恩来到上海（谋阻止美国剩余物资转让合同签字）。

戊、中美收售美国剩余物资合同发表（昨签字）

。

己、中共解放日报抨击美国协助蒋介石作战。

庚、共军西安办事处被迫撤销。

辛、平绥线国军（李文部）进抵康庄。

壬、晋北共军再度猛攻大同。

癸、苏北共军（徐向前部）猛烈反攻邵伯。

子、中国民主社会党发表宣言，奠定和平，拥护统一，要求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政争决于

选举，不决于战场。

９﹐１（八，六）

甲、周恩来在上海分别招待中外记者，谓时局黯淡，五人小组会议前途无希望，并指责美国

让售剩余物资（因剩余物资转让及承德之战，中共态度转变）。

乙、中共总部通令所部，对于飞越中共区域之飞机，一律加以击落。

丙、蒋主席召见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命于十一月十二日前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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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牯岭开幕。

戊、新疆全省开始普选县长及省参议员。

９﹐２（八，七）

甲、吴铁城张厉生自牯岭返京，吴谈五人小组限于讨论共党参加国府委员会之名额问题，不

及其它。

乙、司徒雷登自沪返京。

丙、徐州国军收复台儿庄及单县。

丁、晋北共军迫近大同城垣，猛烈向城内射击（盛传失守）。

戊、天津榆关铁路迭被地雷爆炸。

己、冯玉祥自上海赴美国。

庚、德国汉学家傅朗克卒，年八十。

９﹐３（八，八）

甲、原定今日举行之五人小组会议，因中共代表未到，不果。

乙、政府代表吴铁城、张厉生访周恩来，周要求实现停战，撤回五项要求。

丙、马歇尔自牯岭返南京。

丁、周恩来离上海前对美记者谈话，大局有完全破裂及扩大为全面内战之危险，并抨击美国

出售剩余物资。

戊、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在龙江召开军事会议。

己、冀南国军收复东明。

庚、武汉、北平、广州、东北及重庆行营均改称行辕，西昌行辕改为警备司令部。

辛、苏大使彼得罗夫二次到牯岭。

壬、美国会军事委员会代表到南京。

９﹐４（八，九）

甲、周恩来访马歇尔，坚持政府须先接受实行停战，撤回五项要求两条件，否则不参加五人

小组会议。

乙、吴铁城、张厉生访司徒雷登。

丙、参谋总长陈诚对记者谈话，共军如不停攻大同，战事将扩展至张家口。

丁、鲁西国军收复曹县。

戊、冀北国军收复三河。

己、晋南国军收复冀城。

９﹐５（八，一○）

甲、马歇尔司徒雷登邀晤周恩来，长谈五时半，无结果（周坚持必须获得停战之保证，始参

加五人会议）。

乙、傅作义部自归绥进援大同，大破共军，收复卓资山。

丙、热河国军收复赤峰。

丁、苏北泰州海安解围，共军退却。

戊、本日起，恢复征兵（已停征一年）。

９﹐６（八，一一）

甲、马歇尔携带与周恩来之谈话纪录第七次飞牯岭（行前并再与周晤谈）。

乙、鲁南国军收复鱼台及城武。

丙、张君劢在上海招待记者，报告中国民主社会党成立经过及其主张。

９﹐７（八，一二）

甲、马歇尔与蒋主席晤谈。

乙、国军败于鲁西曹县定陶，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为刘伯承邓小平所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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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河北高等法院判处汉奸王揖唐死刑。

９﹐８（八，一三）

甲、晋北共军攻占大同飞机场，傅作义发告大同军民书，劝坚守待援（傅部已抵集宁）。

乙、冀东国军收复喜峰口及迁安（香河、三河、宝坻、宁河、卢龙、乐亭均收复）。

丙、民主同盟人士张澜、张君劢等反对美国以剩余物资售与中国。

丁、军调部吉伦（齐兰）将军及军顾问团鲁克斯、莫雷（海军）、麦克尼尔（空军）抵牯岭。

戊、莫斯科广播，抨击美国对华政策。

己、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发表中共受莫斯科控制之证据（根据３﹐１２中共中央政治局文件）。

９﹐９（八，一四）

甲、热河国军收复古北口。

乙、豫东国军收复太康。

丙、行政院任吴经熊为驻罗马教廷公使（代谢寿康）。

９﹐１０（八，一五）

甲、马歇尔自牯岭返南京。

乙、张群离上海赴美国，四川省政府主席由邓锡侯代理。

丙、绥远国军与共军激战于集宁铁军山。

丁、豫东国军收复杞县。

戊、参谋总长陈诚到郑州。

己、英国参谋总长蒙哥马利访美。

９﹐１１（八，一六）

甲、马歇尔周恩来会谈，周仍坚持先下停战命令，否则不参加五人小组会议，并提议重开军

事三人小组会议。

乙、冀东国军收复遵化，平古路国军南北会师。

丙、苏北南下国军收复泗阳。

丁、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下年度施政纲要。

戊、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９﹐１２（八，一七）

甲、中共代表正式提议取消五人非正式小组，重开军事三人会议，解决停战问题。

乙、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部攻入集宁。

丙、冀东国军收复蓟县。

丁、鲁西国军收复定陶。

戊、伦敦泰晤士报劝政府对中共勿逼迫太甚，应提宽大条件。

己、美国商务部长华莱士演说，主美苏互让，尊重苏俄之精神，并抨击英国外交政策（反对

国务卿贝尔纳斯之政策）。

庚、莫斯科真理报抨击美国海军之扩张及英军留驻中东。

９﹐１３（八，一八）

甲、马歇尔第八次飞牯岭。

乙、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师长孔从周（杨虎城旧部）叛变，自称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

长。

丙、日本战犯酒井隆中将在南京枪决（８﹐２７判死刑）。

９﹐１４（八，一九）

甲、司徒雷登与周恩来会谈，建议五人小组与军事三人小组同时开会（政府同意），周仍坚

持先开三人小组会议。

乙、绥远国军经四昼夜激战，收复集宁，共军聂荣臻部伤亡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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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苏北国军收复洋河镇（激战七日）。

丁、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以豫东之役撤职，由顾祝同兼任。

戊、香港政府否认中国在九龙城之主权。

己、汉奸梅思平在京枪决。

庚、莫斯科真理报抨击美国对华政策，谓其助长中国内乱。

辛、美总统杜鲁门否认支持华莱士前日之讲演（原表赞同）。

９﹐１５（八，二○）

甲、蒋主席与马歇尔晤谈。

乙、围攻大同之共军因受绥远国军之压迫，开始撤退。

丙、参谋总长陈诚抵北平。

丁、外交部长王世杰自巴黎返抵南京。

戊、接收清查团工作延长。

９﹐１６（八，二一）

甲、周恩来离南京赴上海，临行致马歇尔备忘录，抗议美对华援助，要求冻结剩余物资，召

开三人小组，商谈颁布停战令。

乙、陈诚抵沈阳，杜聿明同行（杜系自牯岭返渖）。

丙、鲁西国军收复济宁。

自重庆解京。 丁、汉奸周佛海丁默

戊、毛泽东指示共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９﹐１７（八，二二）

甲、自徐州南下之国军攻入淮阴（新四军根据地）。

乙、马歇尔自牯岭返南京。

丙、陈诚自沈阳抵北平。

丁、冀东国军收复平谷。

戊、绥远国军收复凉城。

己、共军中原军区参谋长王震到延安。

庚、国民政府豁免民国三十五年上期以前田赋旧欠。

辛、外交部发言人驳９﹐１４香港政府之声明。

９﹐１８（八，二三）

甲、中共代表王炳南访司徒雷登，仍坚持召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主张。

乙、共军撤退，大同解围。

９﹐１９（八，二四）

甲、政府正式拒绝中共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主张。

乙、周恩来在上海声明暂时退出南京政治谈判，谴责美国政策，中共决继续作战。

丙、中共要求马歇尔冻结美国让售中国之剩余物资。

丁、俄大使彼得罗夫与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

戊、傅作义电劝毛泽东放弃武力，参加政府。

己、陈诚自北平抵归绥、太原。

庚、绥远国军收复丰镇，与大同守军会师。

辛、自徐州南下国军完全占领淮阴。

９﹐２０（八，二五）

甲、中共发言人王炳南在南京宣称实行自卫，同时亦不欲放弃谈判。

乙、鲁西国军收复菏泽。

丙、军事调处小组被迫离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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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陈诚离太原。

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宣布撤销。

己、中国航空公司八一号机在西昌失事。

庚、美总统杜鲁门令商务部长华莱士辞职，声明信任国务卿贝尔纳斯之外交政策。

辛、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９﹐２１（八，二六）

甲、中共向马歇尔致备忘录，催开军事三人会议。马覆书盼周恩来回京商谈，声明改组国府

问题谈妥，可径商实现停战。

乙、苏俄塔斯社奉命声明，否认接济中共。

丙、蒋主席自牯岭到南昌。

丁、平绥线南段国军向北推进。

戊、冀东国军收复兴隆。

９﹐２２（八，二七）

甲、中共发言人王炳南谈，如召开三人会议以停止内战之要求不能成功，中共将采自由行动。

乙、周恩来谈空前之军事活动正在进行，并指摘美国对政府之援助。

丙、苏北国军收复淮安。

９﹐２３（八，二八）

甲、纽约及上海等地举行【美军退出中国运动】

周。

乙、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主任张厉生分别函请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提

出参加大会之代表名单。

丙、斯大林对英记者谈话，不承认有新战争之真正危险。

９﹐２４（八，二九）

甲、蒋主席到江西赣县。

乙、晋南共军（太岳纵队陈赓）在浮山败国军第一师，俘旅长黄正成。

丙、斯大林告英记者，美军应自中国撤退。

丁、苏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指陈美军驻华，足以威胁世界和平。

９﹐２５（九，一）热河共军重占宁城。

９﹐２６（九，二）

甲、蒋主席自江西返抵南京。

乙、中共晋冀察中央局通令军民动员自卫。

丙、绥远傅作义部收复兴和及察省尚义。

丁、中国加拿大商约在南京签字。

９﹐２７（九，三）蒋主席与马歇尔司徒雷登晤谈，同意军事三人会议与非正式五人会议（军

事政治同时商谈）。马等即邀周恩来返南京。

９﹐２８（九，四）空军炸张家口。

９﹐２９（九，五）

甲、毛泽东对美记者 A。T。Steele 抨击美国现行援蒋政策。

乙、中共代表董必武访马歇尔。

丙、中共代表团致函张厉生，正式拒绝参加国民大会。

丁、察南国军（李文部）开始大举进攻，冀西共军进攻平汉线北段。

９﹐３０（九，六）

甲、蒋主席邀中枢要员商时局，并接见马歇尔，交换停战问题意见。

乙、周恩来谈如军事三人会议与五人会议同时开会，中共准备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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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周恩来致函蒋主席，并以备忘录交马歇尔，声明如政府军队不停止对张家口之攻势，即

认为政府公开表示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方针。

丁、民主同盟致电蒋主席，主内战停止和平恢复后，再举行国民代表大会。

戊、察南国军占康庄。

己、台湾致敬团林献堂、丘念台等晋见蒋主席。

１０﹐１（九，七）

甲、马歇尔致蒋主席备忘录，如停战不能获致协议，将终止调解工作。

乙、中共代表董必武面告马歇尔，如不停止进攻张家口，中共即不出席三人与五人小组会议。

丙、周恩来在上海招待记者，报告国共谈判及内战演变概况，并猛烈抨击美国对华政策。

丁、平汉线北段共军攻占徐水望都，定兴及清风车站亦均被占，冀南国军迫磁县。

戊、任命梁华盛为吉林省府主席（代郑道儒）。

己、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奉令辞职（与宋子文不合），以霍宝树继任。

庚、德国纳粹战犯戈林、里宾特罗甫、季特尔等十二人判处死刑。

辛、中共中央颁发今后斗争指示十九条。

１０﹐２（九，八）

甲、蒋主席致马歇尔备忘录提出解决时局两项意见：国府委员中共可加推荐一无党派者（中

共八名，民盟四名，共十三名），并提出国府委员及国民代表大会名单，切实实施整军方案，

规定中共十八个师之驻地，限期进入。此两项获得协议，即宣告停止军事行动。并向司徒雷

登说明占领张家口之必要。

乙、傅作义收复察省尚义（９﹐２６？）。

丙、平汉路北段共军占容城。

丁、特派李迪俊为宣慰荷兰东印度华侨专使。

１０﹐３（九，九）

甲、司徒雷登谈，和平调处工作日趋窘境。

乙、民主同盟秘书主任梁漱溟到京，参加调停。

丙、国军（第十六军）进攻察南怀来受挫。

丁、平汉路北段共军占定兴。

戊、山东共军占邹平（明日国军复之）。

己、共军袭击塘沽附近之美军军火站。

庚、派宋子文、白崇禧为绥靖区政务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

１０﹐４（九，一○）

甲、马歇尔与蒋主席会谈，表示不能再参加谈判，准备离华。

乙、中共拒绝１０﹐２政府之两项意见，国府委员名额中共民盟必须占十四名，政府与中共

军队应恢复一月十三日之驻地，关外恢复六月七日之驻地（昨日延安广播已提出恢复一月十

日停战令之效力）。

丙、民主同盟招待记者，批评政府两项意见，反对目前召开国民大会，主张美军退出中国。

丁、参谋总长陈诚再度到北平（１０﹐７离去）

。

戊、共军猛烈向保定外围进攻。

己、辽北共军陷西丰（１０﹐７国军复之）。

１０﹐５（九，一一）

甲、中共要求政府对张家口之攻势必须立即无条件停止，其它问题可经商谈解决。否则即认

为政府有意造成破裂之局面。

乙、马歇尔报告华盛顿，建议召其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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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东北共军占辽北西丰，冀东占宁河。

丁、鲁东共军攻即墨、胶县、平度。

１０﹐６（九，一二）

甲、马歇尔司徒雷登向政府中共建议，政府军暂停进攻张家口十日，在停攻期间商谈１０﹐

２政府之两项建议，并由军调执行部派小组监督双方遵守情况。

乙、蒋主席接受马歇尔之新建议。

丙、苏北北进国军收复邵伯，南下国军收复宝应。

１０﹐７（九，一三）

甲、政府接受马歇尔建议，暂停进攻张家口（美政府暂不召回马歇尔）。

乙、热河国军收复宁城。

１０﹐８（九，一四）

甲、中共代表董必武、王炳南晤马歇尔、司徒雷登，拒绝其停攻张家口十日之建议（休战应

无时间之限制，政府军应撤至原驻地，三人会议及五人会议所讨论者为停战及实施政协决议

二项）。

乙、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声明，叙述十月一日以来和谈经过及双方距离。

丙、傅作义部收复察哈尔张北。

丁、热河国军收复围场。

戊、东北国军收复辽宁清源。

己、鲁南国军收复峄县、枣庄。

庚、鲁中共军攻占邹平，冀中共军占赵城。

辛、苏北北上国军收复高邮，与南下国军会师。

壬、英国商务访问团抵上海。

癸、伪宣传部长林柏生枪决。

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判处死刑。

１０﹐９（九，一五）

甲、蒋主席国庆广播，决循和平途径以求国家统一，盼各党派参加政府，出席国民大会。

乙、马歇尔到上海晤周恩来，当日返京。周要求政府无限期停攻张家口。关内军事应恢复一

月十三日之位置，东北恢复六月七日之位置。

丙、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正式拒绝其停攻张家口十日建议。

丁、空军炸张家口。

戊、鲁东国军收复高密。

己、冀东共军占乐亭。

庚、宣传部长彭学沛谈，国民大会决如期召开。

辛、英国援华会主席克利浦斯夫人抵南京。

１０﹐１０（九，一六）

甲、司徒雷登发表国庆纪念词，深望发动另一次革命，肃清偏狭党见或自私而无顾忌之反动

力量。

乙、民主同盟梁漱溟，青年党李璜晤司徒雷登，力谋调解。

丙、延安等地举行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

丁、热河国军收复赤峰。

戊、胶济路国军会师。

己、中央常会议决蒋主席任期延长。

庚、公布兵役法。

１０﹐１１（九，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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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傅作义部收复张家口（共军聂荣臻不战而退）。

乙、察南国军收复延庆。

丙、参谋总长陈诚再到北平。

丁、留沪政协第三方面代表会商时局，主下令停攻张家口，缓开国民大会，召开政协综合小

组。

戊、国民政府颁布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大会召集令。

１０﹐１２（九，一八）

甲、中共中央某负责人评诋马歇尔之态度。

乙、留沪政协第三方面代表决中止入京，李璜到沪，转达政府意见。

丙、陈诚到归绥，即返北平。

丁、察南怀南激战，傅作义部收复宣化。

戊、热河国军收复察北多伦。

己、豫北国军收复焦作。

庚、陕北共军王震吴岱峰袭攻横山镇川，保安第九团副指挥官胡景铎应之，榆林形势紧急。

辛、前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病逝。

壬、英首相私人代表魏亚特离华返国。

１０﹐１３（九，一九）

甲、孙科携第三方面意见自沪返京。

乙、察南国军收复怀来，察北收复崇礼。

丙、豫北国军收复博爱。

１０﹐１４（九，二○）

甲、蒋主席与孙科、邵力子等商讨第三方面建议，并派雷震赴沪晤各党派代表。

乙、傅作义自绥远到张家口（即赴北平）。

丙、平绥线国军会师。

丁、热河共军占建昌。

戊、晋北国军收复左卫。

己、豫北国军占沁阳、温县（明日占孟县）。

１０﹐１５（九，二一）

甲、第三方面建议由政府申明停战诚意，并派高级人员来沪谈判。

乙、任命傅作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为绥远省政府主席。

丙、苏北国军收复东台。

丁、晋南国军收复霍县。

戊、海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

己、巴黎和会闭幕。

１０﹐１６（九，二二）

甲、蒋主席发布声明，提出实施办法八条（恢复交通，华北华中国共军队暂驻现地，关内地

方政权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召开宪草审议会等），俟中共同意，即下停止冲突令，

召开五人会议，协议改组国府，召开三人会议军队驻地及整编事宜。

乙、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绥靖区施政纲领。

丙、徐堪调任国民政府主计长，谷正伦继任粮食部长，郭寄峤继任甘肃省政府主席。

丁、德国纳粹战犯绞决，戈林服毒自杀。

１０﹐１７（九，二三）

甲、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声明，一切会谈，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议之效力，即承认恢复

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实行政协一切决议，并严责蒋中正、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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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政府代表吴铁城、邵力子到上海，晤周恩来及第三方面代表张君劢、黄炎培、罗隆基、

章伯钧、李璜、左舜生、胡霖。

丙、平汉线北段共军占琉璃河。

１０﹐１８（九，二四）

甲、政府与中共及第三方面代表续谈。

乙、民主社会党单独发表时局意见宣言，反对内战，反对分裂，反对一切推翻政协之行动。

丙、鲁西国军收复嘉祥巨野。

丁、察境国军收复万安，与绥东国军会师。

戊、塔斯社否认苏俄援助中共。

１０﹐１９（九，二五）

甲、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谈话，坚持恢复一月十三日之军事位置。

乙、陈诚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

丙、南京举行追悼史迪威大会，蒋主席主祭。

丁、民主社会党茶会招待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社会贤达及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１０﹐２０（九，二六）

甲、周恩来谈话，谈判移京举行，成败利钝关键，操在政府手中。

乙、吴铁城、邵力子自上海回南京。

丙、陈诚自北平回南京。

丁、东北国军分三路进攻安东。

戊、豫北国军收复济源。

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年会开幕。

１０﹐２１（九，二七）

甲、中共代表周恩来、利瓦伊汉及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社会贤达代表十六人自上海到京，

与政府代表开始交换意见。

乙、蒋主席接见各党派代表，即离京飞台北。

丙、平汉线北段国军收复固城。

丁、中印使节互升为大使。

１０﹐２２（九，二八）

甲、第三方面代表访晤马歇尔、司徒雷登，并分别与国共双方洽谈（主就地停战，依政协决

议改组政府，筹开国大）。

乙、中共发言人王炳南再度声明，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及实施政协决议为谈判之基本原

则。

丙、东北国军收复通辽。

丁、陕北共军陷响水堡，迫榆林。

戊、任命王耀武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调北平市长，杜建时为天津市长。

己、伪南京警备司令李讴一鎗决。

１０﹐２３（九，二九）

甲、第三方面代表与政府代表交换意见。

乙、周恩来访司徒雷登。

丙、宣传部长彭学沛谈，蒋主席之八项提示为实现停战之唯一途径。

１０﹐２４（九，三○）

甲、中共南京发言人梅益谈，中共之两点要求为实现停战之唯一途径。

乙、周恩来通知司徒雷登，不能接受政府之八项建议。

丙、马歇尔邀晤陈诚、俞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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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第三方面代表与中共代表交换意见。

戊、第三方面代表函孙科，希望蒋主席早日返京。

己、宋子文到台北。

庚、东北国军收复凤凰城。

１０﹐２５（一○，一）

甲、台湾举行光复周年纪念及欢迎蒋主席大会。

乙、解放日报要求解散国民大会。

丙、东北国军（第五十二军赵公武）收复安东。

丁、苏北国军收复涟水。

戊、鲁西国军收复郓城。

己、保定外围激战。

１０﹐２６（一○，二）

甲、周恩来访晤马歇尔，谓政府如继续军事行动，谈判无继续必要。

乙、民主同盟代表与中共代表晤商（国军进入安东影响和谈）。

丙、安东国军收复大东沟、大孤山、庄河、熊岳。

丁、九龙印籍警察踢毙小贩黄永祥。

戊、印度国民大会党及回教联盟组成联合内阁。

１０﹐２７（一○，三）

甲、蒋主席自台北抵上海。

乙、苏北国军再度收复东台。

丙、鲁西国军收复郓城。

１０﹐２８（一○，四）

甲、蒋主席自上海返南京，即邀晤马歇尔。

乙、第三方面代表向政府及中共提出和平方案，旋又撤回（内容为就现地停战，地方政权问

题由改组之政府解决，召开政协小组商讨改组政府及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拒绝，政府亦不满）。

丙、斯大林答美记者问，认美苏关系并不紧张。

１０﹐２９（一○，五）

甲、蒋主席分别邀晤第三方面代表，说明政府态度。

乙、克利浦斯夫人到延安。

丙、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自北平到涿县督师。

丁、豫北国军收复安阳水冶镇。

戊、苏北国军收复兴化及启东。

己、粮食部严催四川等省催缴征实。

庚、任命吴南如为驻瑞士公使。

１０﹐３０（一○，六）

甲、中共代表正式表示可同时参加军事三人小组，政协联合小组，五人非正式小组。

乙、政府对八点声明修改让步（现地停战，地方政权不限关内，国大开会后即改组行政院）。

丙、伪山东省长唐仰杜判死刑。

１０﹐３１（一○，七）

甲、中共南京发言人梅益发表谈话，拒交出国民大会中共方面之代表名单，国民大会应按政

协决议及程序办事，国民党政府片面决定召开，应认为非法集议，中共坚决反对。

乙、鲁西国军在鄄城失利，损折数千。第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被俘。

丙、蒋主席赴无锡太湖避寿，马歇尔同行。

丁、巨奸殷汝耕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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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一○，八）

甲、第三方面代表向政府中共建议直接商谈，政府答复仍主以蒋主席之八点声明为商谈基础。

乙、政府公布国民大会河北、热河、察哈尔、北平市、东北九省及妇女代表名单。

丙、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南京成立。

丁、中央合作金库成立。

１１﹐２（一○，九）

甲、第三方面代表提新建议，由政府中共各将待决之问题及所持意见列举，以求解决办法。

乙、安东国军收复通化、桓仁。

丙、河北国军收复徐水。

丁、国民大会代表开始报到。

１１﹐３（一○，一○）

甲、政府公布直接遴选之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国民党代表）。

乙、鲁东国军进驻平度。

１１﹐４（一○，一一）

甲、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南京签字（中国代表王世杰、王化成，美国代表司徒雷登及天

津总领事施麦斯。该约片面的利于美国，可谓为经济的不平等条约）。

乙、安东国军在宽甸失利，师长李正谊等为共军所俘。

丙、察南国军收复蔚县阳原。

丁、欧洲和会在纽约续开。

１１﹐５（一○，一二）

甲、中共代表向第三方面代表提出希望解决之问题及意见。即转致政府代表（军事方面为停

战，召开三人会议，恢复交通，加强执行小组美代表职权；政治方面为国府及行政院同时改

组，宪草由宪草审议委员会修改，关内外地方政权依政协商定地方自治原则处理，国大由政

协商定，代表名单提交改组后之政府，实行四项诺言）。

乙、任命沈怡为南京市长，龚学遂继任大连市长。

丙、国军收复晋北广灵。

１１﹐６（一○，一三）

甲、政府答第三方面代表，愿继续商谈，不愿采用综合会谈方式。

乙、马歇尔司徒雷登访蒋主席。

丙、民主同盟秘书主任梁漱溟离京到北平。

丁、鲁东国军进攻掖县，共军攻占安邱。

戊、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中美商约。

己、美国普选，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获胜利。

１１﹐７（一○，一四）

甲、行政院限各省市于本年十一月底将征实征借收足八成，十二月底全部扫解。

乙、鲁东共军再占平度。

丙、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丁、毛泽东、朱德电斯大林，永远巩固中苏人民友谊。

１１﹐８（一○，一五）

甲、蒋主席再颁停止冲突令，自本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时起，全国军队一律停止战斗。

乙、蒋主席发表声明（一）已明令关内外国军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需者外，停止其它军事行动。

（二）国民大会不能再予延期。（三）保留中共及其它党派在国民大会应出之代表名额，仍

望随时参加制宪。（四）希望中共参加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根据十月十六日所提各点商谈停

止冲突与今后办法。（五）希望早日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行政院待国民大会闭会后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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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宪法草案由政府将修正草案向国大提出，国大闭会后六个月举行普选，产生下届国大，

仍可依法修改宪法。（七）盼通力合作，以和平方式达成政治民主化。

丙、中共代表团声明，政府单方面所宣布之停止军事行动，事前未与中共协商。政治方面所

提一切办法均与政协决议及其程序相违背。并正式对十月十六日蒋主席提出书面答复，予以

拒绝。

１１﹐９（一○，一六）

甲、政府代表孙科等与第三方面代表、中共代表及司徒雷登会谈，决定以政治协商会议秘书

处名义召开非正式综合会谈。

乙、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陈诚、周恩来举行非正式会议。

丙、民主同盟代表黄炎培、章伯钧函留京之第三方面代表，认为政府声明违背政协决议及程

序，已关闭商谈之门。

丁、政府公布国民大会社会贤达代表名单（七十人）。

戊、汉奸梁鸿志在上海枪决。

１１﹐１０（一○，一七）

甲、非正式综合会谈举行，到政府代表孙科、吴铁城、王世杰、邵力子，中共周恩来、董必

武，民盟张君劢、罗隆基，青年党曾琦、陈启天，社会贤达莫德惠、胡霖，商国民大会问题。

乙、中共延安发言人廖承志发表声明，指斥蒋介石违背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及

其无和平诚意之停战令，要求停开国大，恢复一月间之军事位置。

丙、山东国军收复齐东、桓台、寿光。

丁、察境国军收复宝昌龙关。

１１﹐１１（一○，一八）

甲、国民政府令国民大会改于十一月十五日开会（延期三日，第三方面之请求）。

乙、军事三人会议非正式举行，陈诚、周恩来、马歇尔出席，交换停战问题意见。周恩来声

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必造成中国之全面破裂。

丙、山东国军（第八军）收复掖县。

丁、河北国军收复望都。

戊、汉奸管翼贤判处死刑。

１１﹐１２（一○，一九）

甲、非正式综合商谈，周恩来坚决要求停开国民大会，并分访第三方面代表及司徒雷登，说

明中共态度。

乙、中共代表团人员开始撤退，搭美机离南京返延安。

丙、中共中央召集保卫陕甘宁边区与延安干部动员会。

丁、民主同盟声明，一切行动以政协决议为依据，暂不参加国民大会。

戊、张君劢自京回沪召开民社党会议。

己、晋北国军收复怀仁。

庚、美国务院远东司长范宣德宣布，在中国大局改善前，不以五亿美元贷款予中国。

１１﹐１３（一○，二○）非正式综合商谈仍无结果，周恩来未出席。

１１﹐１４（一○，二一）

甲、政府与青年党、民社党商洽参加国民大会事，催提代表名单。李璜、张君劢到京，当晚

又返上海。

乙、青年党参加国民大会之代表名单提交政府。

丙、蒋主席对国大之国民党籍代表训示，国大职权仅为制宪，绝不可要求行宪。

丁、山东共军攻占齐东。

１１﹐１５（一○，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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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民大会开幕，到代表一千三百五十五人，吴敬恒主席，蒋中正致词。

乙、政府公布国大之青年党代表名单（一百名）

。

丙、张群自美国回抵上海。

丁、印度尼西亚与荷兰成立林加椰蒂协议（共军即撤退）。

１１﹐１６（一○，二三）

甲、周恩来等招待记者，发表书面谈话，中共决不承认此次召开之国民大会，并谓美国政府

援蒋内战之政策依然未变。

乙、周恩来访马歇尔，商撤退中共人员，马氏请中共决定是否愿由其继续担任调停工作。

丙、司徒雷登自南京到北平。

丁、国大代表公祭抗战阵亡将士。

戊、民主社会党领袖张君劢等到京。

己、立法院举行宪法草案审议会。

庚、中国与沙地阿剌伯在吉达签订友好条约。

辛、汉奸周作人判处徒刑十四年。

１１﹐１７（一○，二四）

甲、行政院修正本年三月一日公布之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加强管制进口贸易，成立输入管

理委员会，贝祖诒为主任委员。

乙、延安边区政府成立总动员会。

丙、张群访周恩来、董必武。

丁、青年党领袖李璜离沪他往，不参加国民大会（盛传失踪）。

戊、冀北共军猛攻涞水。

１１﹐１８（一○，二五）

甲、周恩来访马歇尔辞行，马致周节略，询问中共是否仍愿由美国继续斡旋中国之和平。

乙、朱德对美记者评述时局，抨击美国对华政策。

丙、国民大会开预备会，商主席团选举法。

丁、民社党代表自南京到北平，与该党张东荪、胡海门、梁秋水，商参加国大问题（张东荪

反对）。

１１﹐１９（一○，二六）

甲、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利瓦伊汉、邓颖超自南京返延安（董必武、王炳南、梅益留京）。

周抵延安后对记者谈话，如重开和谈，须重新成立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召开新国民

大会，政协决议已失其效力。

乙、国民大会续开预备会，通过主席团选举法。

丙、共军连日进攻苏北宿迁。

１１﹐２０（一○，二七）

甲、民主社会党组织委员会主席张君劢致书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如能彻底实行停战命令，

实现政协决议之精神，民社党自愿出席国民大会。

乙、宣传部长彭学沛谈话，国民大会之中共及民盟代表名额仍将保留，并否认政府有攻延安

之企图。

丙、南京举行军事会议。

１１﹐２１（一○，二八）

甲、国大第三次预备会，选出主席团（青年党之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均在内）。

乙、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函覆民社党主席张君劢，中共问题以政治方法解决，政协宪草各方应

负责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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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冀南共军刘伯承进攻濮阳，俘第一○四旅旅长杨显明。

丁、山西共军连占大宁、永和。

戊、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增设水利、卫生、地政等部。

１１﹐２２（一○，二九）

甲、立法院通过宪法草案，修正案遵照中央常会决议。

乙、军事调处执行部邯郸、太原、长春等执行小组之政府及中共代表分别撤退（１１﹐２４

各地小组代表全撤）。

丙、苏北共军粟裕败国军第七军于淮阴西北。

１１﹐２３（一○，三○）

甲、民主社会党参加国民大会之代表名单提交政府，即公布（共四十名，张君劢等不在内）。

乙、马歇尔自南京到天津。

１１﹐２４（一一，一）民主同盟在京招待记者，发表书面谈话，拥护政协决议，反对内战，

继续调解武力党争，并指摘民社党参加国大之不当。

１１﹐２５（一一，二）

甲、国民大会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蒋中正主席。

乙、马歇尔到北平。

１１﹐２６（一一，三）

甲、国民大会通过议事规则，议案以宪法之制定及其施行日期为范围（争辩颇烈）。

乙、辽北国军收复长岭。

丙、任命李煜瀛为北平研究院院长，张谦为驻荷兰大使。

丁、伪代理参谋总长项致庄枪决。

１１﹐２７（一一，四）

甲、晋西共军攻占石楼。

乙、马歇尔自北平抵青岛。

丙、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自北平到哈尔滨。

１１﹐２８（一一，五）

甲、国大第三次大会，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提出宪法草案，大会主席胡适接受，立法院长

孙科说明，并由蒋主席演说，盼赞成所提出之宪草，勿无视时代因素。

乙、山西共军攻占隰县、蒲县，国军第三十四军军长杨澄源被俘。

丙、马歇尔返南京。

丁、苏俄大使馆发表谈话，中国长春铁路俄籍人员不得执行职务，即将撤回。

戊、北韩新义州苏军司令克拉佛夫访安东，与安东警备司令赵公武谈判接收大连问题。

１１﹐２９（一一，六）

甲、国大开始讨论宪章，并争辩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乙、冀东共军攻乐亭车站，豫北共军占济源。

丙、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自哈尔滨返北平。

丁、中共代表致书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要求与解放区直接合作。

１１﹐３０（一一，七）

甲、国大代表补行宣誓，青年党、民社党代表拒不出席，蒙古代表要求自治，发生叫骂，北

平代表提出建都北平案。

乙、上海警察取缔摊贩，发生暴动，捣毁永安、先施等公司，火烧高生大纸店。

丙、冀南国军收复濮阳。

１２﹐１（一一，八）

甲、马歇尔与蒋主席长谈，痛陈中国之经济军事危机，共产力量非军事行动所可毁灭，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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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纳入政府。蒋谓共军可于八个至十个月间全部被歼，经济以农村为基础，无崩溃危险。

乙、鲁西共军刘伯承、杨勇围攻鄄城金乡。晋西共军攻中阳。

丙、上海摊贩继续骚动。

丁、中国青年党宣言，说明对时局及宪草意见。

１２﹐２（一一，九）

甲、内蒙代表谒蒋主席，要求保护蒙旗制度，实行自治，恢复蒙古政务委员会。

乙、豫北共军占温县。

１２﹐３（一一，一○）

甲、国大第七次大会，新疆代表要求高度自治。

乙、鲁南共军占鄄城。

丙、淮阴外围继续激战。

丁、豫北国军收复济源。

戊、西康天全民变，军民冲突。

己、新疆哈族领袖乌思满再向张治中请援。

庚、九龙英军侵入深圳，击毙中国村民一名。

１２﹐４（一一，一一）青年党、民社党代表在国大发表对宪草意见。

１２﹐５（一一，一二）

甲、马歇尔接周恩来本月三日答复，如立即解散国民大会，恢复一月十三日之驻军位置，和

谈仍可重开（对马氏是否仍由美国调处一事，避而不答）。

乙、胡适出席记者招待会，谓宪草已顾及全国人民意见，并声明绝不组党。

丙、豫北国军夺回温县。

丁、英国曼哲斯特导报评论中国现局，怀疑美国政策。

１２﹐６（一一，一三）

甲、中共南京发言人梅益宣称，共军已于上月内在各处前线先发制人，将奋斗到底，以求恢

复一月十三日之地位，并维护政协决议。

乙、国大开始举行分组审查。

丙、鲁西共军占濮县，晋南共军占垣曲。

丁、江苏南汇反对抽丁，发生暴动。

１２﹐７（一一，一四）

甲、张嘉璈自南京到北平，晤民社党张东荪、梁秋水、胡海门。

乙、上海江湾弹药库爆炸，全市震动。

１２﹐８（一一，一五）

甲、冀南国军收复清丰。

乙、苏北盐城连日激战。

丙、马歇尔夫人离南京飞赴檀香山。

１２﹐９（一一，一六）

甲、蒋主席在中央纪念周讲演，希望国大顺利通过宪草，勿作重大更动。对于中共，政府仍

望重开和谈。

乙、政府宣布准备派代表往延安商讨恢复和谈步骤。

丙、察北共军占崇礼。

丁、本日起，国民大会会期延长十日。

戊、民社党北方领袖梁秋水、胡海门到上海，晤张君劢。

己、月全蚀（自一时十九分起，凡五十七分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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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０（一一，一七）

甲、中共南京发言人王炳南谈话，认政府考虑派代表赴延安为一种和平攻势。

乙、国防部发言人否认国军向延安进攻。

丙、晋南国军收复垣曲。豫北收复内黄。

丁、东京国际法庭宣判涩谷事件，华人（台人）

三十四名被处苦役，驱逐出境。我法官表示异议。

１２﹐１１（一一，一八）

甲、国大分组审查会将总纲第一条修改为【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青年、民社

两党代表声明保留意见。又于第三章增列，国民大会为代表国民行使政权之最高机关（反对

派孔庚等声势颇大）。

乙、中共南京发言人梅益再度宣称国军向陕甘边区进攻。

丙、河北共军占宝坻。

丁、南京下关难民冻毙多人。

１２﹐１２（一一，一九）

甲、国大审查会通过定都北平案。

乙、延安举行【双十二】纪念会，要求政府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反对中美商约。周恩来发

表激烈演说。

丙、山西共军占中阳，俘副师长张居干。

１２﹐１３（一一，二○）

甲、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在联合国会议报告驻华美军共约一万五千人。

乙、美国务院公布鲍莱报告，苏俄自中国东北攫去之工业机器值二十亿美元，金块值三十亿

美元。

丙、苏北国军进攻盐城。

丁、民社党发言人宣称，如宪草原则被变更，该党即退出国大。

戊、南京市参议员向国民大会请愿，要求定都南京。

１２﹐１４（一一，二一）

甲、国大中之反对派因蒋主席之指示，气焰低落。

乙、国大综合审查委员会开会。

丙、西康代表请愿，要求撤换省政府主席刘文辉。

丁、中共解放日报号召全解放区在明年春耕以前完成土地改革。

戊、晋南共军重占垣曲及济源。

己、罗马教廷首任驻华公使黎培理抵上海。

１２﹐１５（一一，二二）

甲、马歇尔、司徒雷登晤蒋主席。

乙、民社党代表谒蒋主席，坚持原有宪法草案。

丙、安徽代表要求撤换省府主席李品仙。

丁、南京【救国日报】以十三日社论诋斯大林，受停刊一周处分。

戊、苏北国军收复邳县。

１２﹐１６（一一，二三）

甲、蒋主席对国大之国民党代表讲话，国都仍定于南京，国体及国大职权仍维持原案，代表

任期可延长至下届国大代表产生。

乙、苏北国军收复涟水（城内仅剩老媪三人），共军反攻宿迁。

丙、中法航空协定在南京签字。

丁、吴佩孚葬于北平玉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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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西康刘文辉部与民众冲突扩大，天全人民组织西康政治革新运动委员会。

１２﹐１８（一一，二五）

甲、美总统杜鲁门宣布对华政策继续不变，协助中国实现民主团结，俟和平恢复，将加紧援

助中国经济复兴，在华美军已减至一万二千人。

乙、国民大会举行第十次大会，各审查会报告。

综合审查会决议将宪草第一条还原（即【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

国】）。

丙、特任张继为国史馆馆长。

丁、苏北共军猛攻宿迁吴圩，国军第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阵亡。副师长姚少伟，旅长黄保德

被俘。

戊、苏北国军经剧战后，收复盐城。

己、河北国军收复固安，扫荡连日进攻平津线之共军。

庚、周恩来对美记者谈话，中共将于六个月内破坏政府军事攻势，一年之内政治与经济机构

将有重大改变。

辛、美参议员二人建议由美苏英三国调处中国内争。

壬、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自成都到上海。

癸、汉奸齐燮元在南京枪决。

１２﹐１９（一一，二六）

甲、国大综合审查委员会完成全部工作，宪草大致还原，修正案悉否决。

乙、平津周围共军连日突击平古线之牛栏山，平津线之庞各庄。

丙、晋西国军收复蒲县。

１２﹐２０（一一，二七）

甲、国大会期再展。

乙、中共南京发言人王炳南正式声称，共军将以武力恢复一月十三日之军事位置，决不承认

国民大会及其通过之宪法。

丙、山东共军攻聊城。

丁、越南河内激战。

戊、中美航空运输协定在南京签字。

１２﹐２１（一一，二八）

甲、宪法草案完成初读，开始二读，国都一条删去，妇女当选名额以法律规定（均先经蒋主

席说明），官吏不得当选为国大代表。

乙、苏北国军收复陇海线东段之新安。

丙、延安边区政府公布【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

１２﹐２２（一一，二九）

甲、安东国军收复辑安。

乙、保定外围连日炮战。

丙、伪山东省长马良判处无期徒刑。

１２﹐２３（一二，一）

甲、蒋主席在国府纪念周讲演，对宪草中规定官吏不得兼任国大代表一条，望再提出修正。

乙、国大一部分代表（孔庚等，即反对派）所组织之【国民宪政社】成立（另有组【宪友社】

者）。

丙、保定国军进攻满城失利，团长三人被俘。

１２﹐２４（一二，二）

甲、宪草二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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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国大通过宪法实施程序草案，并规定组织宪政实施促进会。

丙、民主同盟正式通知民主社会党，谓其违反政协，参加国大，碍难在盟内继续合作。

丁、北平美兵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

戊、晋西国军收复大宁。

１２﹐２５（一二，三）

甲、国民大会宪草三读完成，第二十八条改为现任官吏不得在所在选举区当选为国大代表，

并定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宪。

乙、宪法制成，由国民大会主席吴敬恒交与国民政府蒋主席，国民大会闭幕。

丙、民主社会党声明退出民主同盟。

丁、中国航空公司一四○号机，一一五号机（自重庆飞沪）及中央航空公司四八号机（自京

飞沪）因阴雾迷蒙，在上海失事，乘客及飞行员等六十六人均遇难。

１２﹐２６（一二，四）

甲、吴铁城到上海，与民社、青年两党商改组政府（明日孙科、雷震亦到）。

乙、陈诚招待国民大会代表，声称将于一年内肃清共军。

丙、保定附近激战。

丁、美国新共和杂志通信员怀特抨击美国对华政策。

１２﹐２７（一二，五）

甲、美大使司徒雷登在天津对记者谈话，对中国新宪法极表满意。

乙、马歇尔应蒋主席之请，发表谈话，中共对政府之极端怀疑，政府军人对剿共之乐观估计，

均犯错误。政府改组应仍予中共及民盟以参加机会，新宪法须真正实行，少数党应参加政府。

丙、公教人员待遇调整（京沪平津为基本数十七万元，加成一千一百倍，此为本年第四次调

整）。

丁、苏北国军收复阜宁。

戊、张东荪自北平到上海，参加民主同盟会议。

己、黄河花园口堵口处放水入故道。

１２﹐２８（一二，六）

甲、周恩来谈话，猛烈抨击杜鲁门之声明及美国对华政策。

乙、北京大学学生大会，为抗议美军暴行（１２﹐２４沈崇案），要求美军撤退。

丙、北平美军为美兵强奸女生案，接受中国要求。

丁、罗马教廷首任驻华公使黎培理，暹罗首任驻华大使呈递国书。

１２﹐２９（一二，七）

甲、北京大学教授向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军奸污女生案。清华、燕京等校学生亦纷纷开会

抗议。

乙、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为北平美军暴行发表宣言，要求美军退出中国。

１２﹐３０（一二，八）

甲、北平学生六千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示威游行，要求美军撤退。各大学罢课一日。

乙、胡适自南京回北平，处理学潮。

丙、美国通知中国，撤退在华美军。

丁、行政院长宋子文召开政治检讨会。

戊、民社党发表六项建议（彻底执行停战令，即日恢复国共和谈，召开党派会议，结束国民

党一党党治等）。

１２﹐３１（一二，九）

甲、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国民大会主席团签署公布宪法令。

乙、张群到上海，晤民主同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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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西康程志武等武力反刘文辉，攻破天全。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４７──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丁亥

１﹐１（一二，一○）

甲、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大会制定之中华民国宪法。

乙、蒋主席广播，维护和平统一方针决不变更，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政府决不关闭和谈

之门。

丙、国民政府发布大赦令。

丁、民主同盟发表声明，对政府公布之宪法，保留其接受之权利，并反对国大所通过之行宪

办法。

戊、上海、南京、杭州一部份学生举行反美军暴行示威游行，要求美军撤退。

己、上海教授三十余人声援学生行动。

庚、冀南国军收复大名。

辛、鲁西共军攻占聊城。

壬、东北国军登陆大连附近之长山岛、海洋岛。

１﹐２（一二，一一）

甲、鲁南临沂共军陈毅部向台枣支线项城一带发动攻势。

乙、鲁西共军刘伯承部杨勇发动攻势，占领巨野、嘉祥，围攻金乡。国军收复观城濮县。

丙、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府主席张治中自迪化抵南京（谋恢复对中共和谈）。

丁、政府代表邵力子访中共代表董必武。

戊、南京学生续有反美示威游行。

１﹐３（一二，一二）

甲、美国照会中苏两国，大连应即在中国管理之下，开放国际贸易，恢复中长路交通。

乙、共军攻占绥远清水。

丙、中共代表董必武向联合国救济总署、行政院救济总署及水利委员会抗议黄河故道放水。

１﹐４（一二，一三）

甲、鲁南临沂共军（新四军陈毅）猛攻项城、卞庄、兰陵，败国军第二十六师（国军旅长蒋

修仁阵亡）

。

乙、西康反刘文辉之武装集团进逼雅安。

丙、开封学生举行反美军暴行示威游行。

１﹐５（一二，一四）

甲、共军刘伯承部进占苏北沛县。

乙、中共代表董必武反对黄河堵口放水，并再声明恢复和谈之两项要求（召开党派会议，恢

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

丙、武汉成都学生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示威游行。

丁、自沪飞平之中国航空公司一二一号机在青岛失事，乘客三十九人及机师三人全部罹难。

戊、巨港荷兰与印度尼西亚军激战五日，华侨死伤千余。

１﹐６（一二，一五）

甲、美总统杜鲁门宣布召马歇尔特使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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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美海军陆战队约四千人自天津起程回国。

丙、民主同盟二中全会在上海开幕。

丁、迪化维族文化促进会青年张贴标语，诋毁中央及维族之加里木汗（财政厅长）哈万德（专

员，均哈族）麦斯武德（监察使，维族）等。

戊、重庆昆明学生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示威游行。

己、英参谋总长蒙哥马利访问莫斯科。

庚、交通部令各民航机停航一星期。

１﹐７（一二，一六）

甲、马歇尔继任美国务卿，贝尔纳斯辞职。

乙、马歇尔发表报告，中国和平之最大障碍为国共之猜疑，在国民政府最有势力之反动集团

对于促成联合政府之一切努力，无不加以反对；在中共方面，极端之共产党徒不惜以任何手

段以达其目的，不计人民之痛苦。挽救之道在于使政府自由份子及少数党派之优秀份子主政。

承认国民大会已制定一民主宪法。

丙、张群连日与青年党民社党交换政府改组意见。

丁、广州学生举行反美军暴行示威游行。

戊、内蒙代表向行政院请愿恢复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

己、皖北共军张太生袭破涡阳（１﹐１０国军收复）。

庚、西康刘文辉部收复芦山。

１﹐８（一二，一七）

甲、马歇尔离南京返美。

乙、共军陈毅猛攻峄县，郝鹏举部占邳县。

丙、共军攻占平津公路之码头镇、西集。

丁、民主同盟决定盟员均以个人资格参加民盟。

１﹐９（一二，一八）

甲、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发表谈话，政府愿与中共竭诚商谈停止冲突，改组政府等问题具体

办法。

乙、苏北共军攻占陇海线之洼湾。

丙、镇江江阴间之江防司令部成立（防共军南渡）。

丁、民主同盟二中全会闭幕，推张东荪继梁漱溟为秘书主任。

戊、克利浦斯夫人在伦敦谈话，对延安印象颇佳，盼中国停止内战，改革行政，恢复交通。

己、马歇尔抵檀香山暂住。

１﹐１０（一二，一九）

甲、孙科在沪发表书面谈话，建议再开各党派圆桌会议。

乙、周恩来在延安演说，评马歇尔离华声明。

丙、苏北国军第七十四师收复沭阳。

丁、鲁西国军收复范县（明日又失）。

戊、川康靖边军分路猛攻五里菁之夷人。

１﹐１１（一二，二○）

甲、美共和党领袖范登堡演说，主改变对华政策，鼓励共产党以外各党组织联合政府。

乙、中共之京沪发言人仍坚持取消宪法，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为恢复和谈条件。

丙、鲁南共军攻占峄县，俘国军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第五十一师旅长李步青以下五千余

人，战车七辆，大炮二十余尊。

丁、鲁西共军占濮县，冀东共军占武清（明日国军收复）。

戊、张群、张澜、张君劢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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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民社及青年党在沪开联席会议。

庚、张治中在京对记者谈话，对新疆应有开明政策。

辛、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到南京。

１﹐１２（一二，二一）

甲、苏北国军收复灌云（板浦），与海州守军会师。

乙、美外交政策协会发表报告，谓国民政府辖境现状，并不反映进步政策。

１﹐１３（一二，二二）

甲、蒋主席在中枢纪念周讲述复员工作，感谢美国之协助，对马歇尔之声明应予以善意的接

受。

乙、孙科、张群自上海回南京（张群谈如中共坚持其两条件，和谈恐不易有成）。

１﹐１４（一二，二三）

甲、孙科、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吴鼎昌、陈立夫、张厉生、俞大维等会商和平方案，军

事方面为实施整军方案，政治方面为改组政府，对地方政权问题可相当让步。

乙、周恩来抨击马歇尔之报告。

丙、东北共军攻德惠及吉长路。

１﹐１５（一二，二四）

甲、政府决定派员赴延安洽商恢复和谈，双方立即公布停战令。

乙、司徒雷登分晤张群及中共代表王炳南。

丙、鲁西国军米文和、刘汝珍部在定陶失利，共军占城武。国军第三纵队指挥张岚峰（原伪

军）被俘。

丁、冀南国军收复南乐。

戊、东北共军攻占其塔木。

己、大额纸币（五百元及二百五十元关金券）发行。

庚、中俄韩在新义州成立协议，由华军接防拉古哨水闸。

１﹐１６（一二，二五）

甲、司徒雷登正式通知中共代表王炳南，政府决派张治中赴延安商谈。

乙、政府代表雷震携和谈新方案到沪，与第三方面接洽。

丙、参谋总长陈诚到郑州。

丁、军调部长春分部之共方人员被监视。

１﹐１７（一二，二六）

甲、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认张治中来延安商谈和平为欺骗作用，除非取消【伪宪】及恢复

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

乙、民社党发表和谈意见，主实行还军于国，还政于民，盼国民党先从自身做起。

丙、北平美军暴行案开审。

丁、陈诚到徐州。

戊、山西国军收复冀城。

１﹐１８（一二，二七）

甲、中共答复司徒雷登，坚持其取消国大宪法，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两项要求，如

政府接受，和谈即可在京恢复，否则张治中来延安亦无补大局（司徒即转达政府）。

乙、民社党张君劢、伍宪子、徐傅霖、蒋匀田等应邀到京。

丙、冀东国军收复宝坻。

丁、共军猛攻苏北沭阳。

戊、山西共军攻占孝义，阎锡山赴平遥前线布署。

己、驻法大使钱泰声明西沙群岛属于中国（１﹐１７法军舰一艘到西沙群岛，１﹐１９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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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一二，二八）

甲、蒋主席与青年党曾琦、左舜生，民社党张君劢、伍宪子等商改组政府。

乙、外交部长王世杰对法大使梅理霭郑重声明西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

丙、徐州以东国军反攻。

丁、鲁西共军占观城。

戊、马歇尔离檀香山。

１﹐２０（一二，二九）

甲、政府发表对于和平商谈之愿望及其经过之声明，中共两项条件政府不能接受，并披露政

府方案（１政府愿派员赴延安或中共派员来京商谈，２立即下令就现地停战，３整编军队及

恢复交通，４对于地方政权，愿商定公平合理之解决办法）。

乙、民主同盟发表其【政治报告】。

丙、鲁南共军陈毅经十日之猛攻，占领枣庄，西攻临城，国军第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等七千

人被俘。

丁、平汉线北段共军攻占望都及清风店，猛攻定县。

戊、豫西共军攻占滦川。

己、东北国军收复其塔木。

１﹐２１（一二，三○）

甲、蒋主席接见民主同盟张东荪。

乙、马歇尔就任美国务卿。

丙、安东国军接防拉古哨水闸。

１﹐２２（一，一）

甲、迪化维族哈族人示威，包围专员公署。

乙、上海武定路大火（延烧十三小时，至翌日上午十时）。

１﹐２３（一，二）

甲、英上议院辩论中国问题，工党议员林赛建议由美英苏三国对中国时局从事自由协商，并

主英国派代表赴延安与中共直接接触，批评国民政府对付中共之不当。

乙、豫北共军攻占温县，冀南共军占南乐。

１﹐２４（一，三）

甲、参谋总长陈诚到鲁南临城视察，当日返徐州。

乙、鲁西共军刘伯承部占定陶。

丙、西康宝兴、荣经一带军民激战。

１﹐２５（一，四）

甲、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抨击１﹐２０政府声明。

乙、苏北国军再度收复邳县。

丙、鲁南共军猛攻临城台儿庄。

丁、冀南共军占清丰。

戊、自广州飞渝之中国航空公司第一三八号机，在贵州境内失事。

己、黄河返回故道，本日过泺口。

１﹐２６（一，五）

甲、鲁西共军刘伯承部攻占单县、曹县，前队越商邱民权间之陇海线南进。

乙、河北共军占新乐。

丙、上海各界人士王晓籁、吴蕴初、李登辉等发起和平运动。

丁、雷震代表政府到上海与民主社会党青年党商政府改组。

戊、越南河内华侨电请政府救济，并促法方停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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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一，六）

甲、中共之民主联军总司令郝鹏举（原伪军）在赣榆投归国军，本日在海州就任鲁南绥靖区

司令官兼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乙、河北共军聂荣臻部进攻保定外围。

１﹐２８（一，七）

甲、河北共军聂荣臻攻占定县，国军收复南乐。

乙、国军傅作义部自张家口开抵平汉线增援。

丙、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自南京到徐州。

丁、自沪飞渝之中国航空公司第一四五号机在河北天门失事，乘客二十三人及飞机师三人均

罹难。

１﹐２９（一，八）

甲、美大使发表声明，美政府已决定终止其与三人小组之关系，并决定终止其与军事调处执

行总部之关系。

乙、政府发表中共拒绝和平谈判之声明，吁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政府。

丙、豫东共军张太生、魏凤楼占柘城。

丁、平津间共军占安定站。

戊、共军淮阳军区司令张少武投归国军。

己、川滇官军继续攻剿普雄夷人，飞机连次出动。

庚、首都地方法院楼房坍塌，中央大学法律系参观学生二十余人受伤。

１﹐３０（一，九）

甲、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

乙、平津铁路中断。

丙、绥远共军自清河进陷喇嘛湾。

丁、成立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督察团，白崇禧为团长。

戊、埃及首任驻华公使伊理亚斯伊士麦递国书。

１﹐３１（一，一○）

甲、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团自塘沽开拔回国。

乙、空军连次炸山东临沂。

丙、晋南国军收复灵石。

丁、立法院通过三十六年度总预算。

戊、张群自京抵成都（处理川政及西康暴动）。

己、纸张限制进口，中央宣传部令各地报纸紧缩篇幅。

２﹐１（一，一一）

甲、国军第七十四师张灵甫收复鲁南郯城。

乙、鲁西共军刘伯承自江苏砀山越陇海线南进。

丙、民主同盟在上海招待各界，交换时局意见。

丁、武汉大学风潮扩大，教育部督学被辱。

戊、莫斯科真理报抨击美国对华政策，谓其干预中国内政。

２﹐２（一，一二）

甲、蒋主席飞徐州布署，当日返京。

乙、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自１９４６﹐１﹐１０以后国民党政府之一切借款、条约及今后

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之外交谈判，均不承认。

丙、黄金美钞上涨，物价随之波动。

丁、国军自鲁南郯城进驻六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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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山东共军猛攻齐河。陕西共军占淳化通润镇。

２﹐３（一，一三）

甲、美军驻延安联络团撤退。

乙、共军刘伯承部占鹿邑（亳州）。

丙、河北共军聂荣臻再度猛攻保定外围。

丁、山西共军占文水。

戊、第三党宣言正式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

己、美议员主由中美英苏会议解决中国问题。

２﹐４（一，一四）

甲、蒋主席飞郑州视察，当日返京。

乙、鲁中国军李仙洲部自博山收复莱芜。

丙、中共中央命陈毅之华东野战军于必要时放弃山东临沂（准备迎战李仙洲部）。

丁、黄金上涨，上海每两达四十八万元，美钞每元八千五百元。

戊、【西安】轮在香港失火，罹难乘客百余人。

己、行政院以王化成为驻葡萄牙公使。

２﹐５（一，一五）

甲、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出口结汇由政府补贴百分之百，进口货物从价增征附加百分之五十，

自明日起实行。

乙、绥远国军收复清河。

丙、重庆学生之反美宣传队被殴伤。

２﹐６（一，一六）

甲、宋子文向美司徒大使提备忘录，说明需要美国财政上之援助，请贷款一亿五千万美金，

购买棉麦。

乙、美国反对我进口附加出口补贴办法。

丙、美大使司徒雷登通知中国政府及中共代表团，美政府将于三月五日前协助中共人员撤至

中共区。

丁、汉口广州金价每两超过五十五万元，天津六十四万元。

戊、共军陈毅猛攻海州白塔埠，败郝鹏举部。

己、冀南共军占大名内黄。

庚、新疆哈萨克族领袖乌思满进攻河山福海，为伊宁方面之阿山专员达列里汗所败（乌思满

初与伊宁乱党联合，去年亲俄态度转变，拥护中央）。

辛、空运队飞机一架在重庆失事，死十一人。

壬、空军飞机十八架轰炸临沂。

癸、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在南京受审。

２﹐７（一，一七）

甲、共军陈毅攻占苏北赣榆，俘新投国军之郝鹏举。

乙、共军袭击北平西北七十里之妙峰山。

丙、皖北共军扰灵璧。

丁、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一批美方人员离北平。

戊、上海金价每两达五十五万元（一日五涨），美钞每元达一万元。

２﹐８（一，一八）

甲、京沪汉渝金价每两达六十万元，美钞每元一万一千五百元。中央银行停止黄金暗售。

乙、鲁中国军李仙洲收复新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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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河北国军牟廷芳部收复易县。

丁、河南国军收复太康。

戊、雷震自沪回京，已与民主社会党商定先改组立法监察二院及参政会。

己、重庆学生反美宣传队再被殴打。

死刑。 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伪特工总部主任、社会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长丁默

２﹐９（一，一九）

甲、山东国军王耀武部自新泰进至鳌阳镇。

乙、美国民主党远东政策委员会致书马歇尔，抨击国民党，主组织真正之民主联合政府，不

为国民党或共产党所控制。

丙、上海工商界在南京路劝工大楼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大会，发生斗殴，永安公司职

员梁仁达毙命。

丁、河北共军袭占通县。

２﹐１０（一，二○）

甲、金价每两达七十二万元，美钞每元一万六千元，市场动乱，粮价暴涨。

乙、中央银行停止黄金配售。

丙、北平国军收复通县。

丁、天津附近共军袭北塘芦台。

戊、中共华东野战军自山东临沂北上集中。

己、豫东共军占宁陵。

庚、中国阿根廷友好条约在阿京签字。

辛、张嘉森（君劢）提出民主社会党参加立法院监察院名单。

２﹐１１（一，二一）

甲、京沪金价每两达九十三万元，蒋主席召宋子文等商对策。

乙、共军进攻平古路之牛栏镇，永定门附近亦发现共军。

丙、共军刘伯承主力与国军激战于豫东民权野鸡岗一带。

丁、国军收复鲁西单县及豫东虞县。

戊、北平军调部中共人员开始撤返延安。

己、行政院以包惠僧为内政部人口局长。

庚、中国航空公司之【南京】号自旧金山飞返上海。

２﹐１２（一，二二）

甲、中央常会讨论金潮物价及经济情形，决定设立经济政策研究会。

乙、孔祥熙请澈查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帐（盛传孔及山西帮大量购收黄金）。

丙、金价下跌至每两七十二万元。

丁、共军陈毅部猛攻海州新浦。

戊、鲁南国军张灵甫师进占李家庄，迫临沂。

己、熊式辉自南京飞返沈阳。

庚、美加宣布继续保持战时之密切合作。

２﹐１３（一，二三）

甲、蒋主席再召宋子文等会议，商金融经济问题。

乙、孔祥熙函请上海市长及江苏监察使澈查金潮真相。

丙、白崇禧抵南通，召开绥靖区会议。

丁、国军收复安徽亳县。

戊、国军击败豫东民权野鸡岗间之共军刘伯承部。

己、美军一名在北平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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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一，二四）

甲、立法院讨论金潮，委员请宋子文辞职。

乙、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商讨金潮，傅斯年痛斥豪门资本。

丙、上海警备司令部、宪兵团、警察局、中央调查统计局合组经济监察团（郑介民奉派到沪

查办金潮，特成立此机构）。

丁、豫东陇海线共军全部被国军逐退。

戊、鲁西国军收复城武。

己、北平保定间铁路被切断，保定徐水近郊激战。

庚、共军一支进扰宜昌之鸦雀岭。

辛、苏联反对中国参加草拟对德和约。

２﹐１５（一，二五）

甲、傅斯年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先由世纪评论注销，再由大公报刊载）。

乙、立法院继续开会讨论金潮，多主黄金国有。

丙、参政会建议恢复和平，禁止黄金外汇交易。

丁、中央常会经济政策研究会商讨全盘经济方案。

戊、鲁南国军收复临沂，鲁西收复定陶。

己、河北国军收复徐水车站。

庚、北平军警连日捕人。

辛、传毛泽东自延安到东北佳木斯。

壬、民主社会党发表声明，决参加行宪准备工作。

２﹐１６（一，二六）

甲、宣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１）禁止黄金买卖及外币在国境内流通。（２）调整外汇，以

法币一万二千元合美金一元。（３）取消出口补助进口附加办法。

（４）标售敌伪及剩余物资。（５）国营事业酌售民营。（６）指定地点限定物价，薪工以本

年一月份生活指数为准。（７）禁止闭厂罢工或怠工。（８）先于京沪试办民生日用品供应。

乙、蒋主席发表谈话，说明经济紧急措施意义，指责共党肆扰，影响经济，勉国人努力，望

友邦同情。

丙、宋子文到上海处理管制金融特价事宜。

丁、监察院派员到上海澈查金潮。

戊、山东国军李仙洲部自新泰后撤，向莱芜集中（翌日又返新泰）。

己、鲁西国军收复曹县定陶。

庚、豫东国军收复鹿邑。

２﹐１７（一，二七）

甲、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检讨经济紧急措施案，请处分行政院长及有关当局。

乙、上海经济监察团正式办公。

丙、金钞市场停顿，物价回跌。

丁、顾维钧访美国务卿马歇尔，商讨中国经济问题。

戊、陈诚自徐州返南京。

己、国军收复峄县，王耀武部进攻蒙阴。

庚、豫东国军收复柘城。

辛、鲁南共军向鲁中移动。

壬、蒋主席宴军调部美方代表吉伦及美大使司徒。

癸、民主社会党参加立法院、监察院、参政会、宪政促进会名单提交政府。

子、北平军警搜捕人民一千六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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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一，二八）

甲、新生活运动十三周年纪念，蒋主席发表告国人书。

乙、中国政府要求联合国救济总署以机器易棉麦供应市场。

２﹐１９（一，二九）

甲、共军陈毅大举进攻莱芜、博山，另支攻潍县、掖县，国军李仙洲部撤出新泰，回师北援。

乙、鲁南国军收复枣庄，鲁西收复巨野。

丙、国防会议通过加强征收所得税。

丁、中共新华日报昆明分销处被封。

２﹐２０（一，三○）

甲、山东陈毅部全线进攻，莱芜博山激战开始。

胶济路中断。

乙、鲁西国军收复嘉祥，豫东收复杞县。

丙、陕西国军进占马栏镇（中共关中分区首府）

。

丁、迪化维吾儿青年千余游行请愿，要求中央军及中央机关撤退（省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

建设厅长伊敏等鼓动）。

戊、监察院副院长刘尚清在美病逝。

己、英内阁宣布自明年六月一日起，英国退出印度。

２﹐２１（二，一）

甲、迪化维族向省府提出三十条要求，限三日答复。

乙、东北共军攻德惠。

丙、鲁北共军攻益都张店。

丁、外交部长王世杰到北平。

戊、苏俄宣布准备无条件接受国际监视原子能厂。

２﹐２２（二，二）

甲、外交部宣布中国已照会美英苏法，此次莫斯科会议议程，应限于德奥和约之起草，如有

变更，应得中国之同意，美法已覆文同意，英国亦口头同意。

乙、鲁西国军收复郓城，豫东收复睢县。

丙、周恩来与美记者在延安谈话，坚持其恢复和谈之两项先决条件。

丁、迪化维族青年再游行，并提出十七条新要求（罢免和阗莎车专员郝登榜、周方刚、财政

厅长加里木汗，驱除哈密之尧乐博士）。

戊、张群自四川抵南京。

２﹐２３（二，三）

甲、鲁中连日激战，国军不利，退出莱芜、博山、吐丝口，总指挥李仙洲及所部之万余人被

俘。

乙、济南外围共军刘伯承部分路进攻，济南戒严。

丙、东北共军林彪部分路猛攻德惠、农安、其塔木。

丁、山西国军收复文水。

戊、北平十三教授发表保障人权宣言，要求释放无辜被捕者。

２﹐２４（二，四）

甲、蒋主席到济南布署。

乙、国军胡琏部收复津浦在线之滕县，共军占胶济在线之周村。

丙、东北共军占九台，吉长路截断。

丁、迪化回哈萨克人及东干人（回）游行，拥护中央（对抗维族），实行和平条款。维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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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同时向省府要求其２﹐２１之答复，省府即将郝登榜、周方刚两专员免职。哈回、汉人不

满。

戊、外交部长王世杰抵沈阳。

２﹐２５（二，五）

甲、迪化汉人游行，反对维族之要求，取缔伊宁特殊化，包围省政府，发生冲突，汉维人各

有死伤。

乙、蒋主席自济南回京。

丙、津浦线国军占界河，东侧国军收复费县。

丁、东北共军占农安。

戊、王世杰谈话，我政府严格履行中苏条约。

己、特任罗家伦为驻印度大使，吴泽湘为驻智利大使。

庚、美国务院发言人谈，中国问题未列入莫斯科会议议程。

２﹐２６（二，六）

甲、津浦线北上国军收复邹县。

乙、白崇禧到北平，出席冀热区绥靖会议。

丙、迪化闭市，汉、哈、东干族集中城内，维族、归化族（俄人）集中城外南梁。

丁、宋子文不准国营事业加价。

戊、中国新声记者团自上海赴东京。

２﹐２７（二，七）

甲、台北烟酒专卖局没收摊贩私烟，市民一人被枪击身死，发生骚动。

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罢课，抗议军警捕人（明日请愿）。

丙、王世杰自沈阳返京，张嘉璈、郑洞国同行。

丁、进犯山东章邱之共军两团被国军解决。

戊、苏北国军再克赣榆。

己、热河共军攻占开鲁。

庚、青年党参加立法院等机构名单提交政府。

辛、英外相贝文在下院强调中国内战对世界和平之威胁性。

２﹐２８（二，八）

甲、台北发生大暴动，毁专卖局，包围长官公署，殴打外省人士，军队开枪，死伤数百人。

乙、南京、上海、重庆三地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通知中共之联络处办事处，限中共人员于

三月五日撤退，重庆之新华日报勒令停刊。

丙、东北国军收复农安及万宝山。

丁、津浦线国军收复曲阜。

戊、青岛戒严。共军占鲁东昌邑。

己、豫东国军收复宁陵。

庚、新疆省府民政厅副厅长赖希木江飞返伊宁。

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自西安到南京。

３﹐１（二，九）

甲、台北暴动波及高雄、新竹、台南，攻击外省籍官吏。陈仪接受要求，成立二二八事件处

理委员会。

乙、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由蒋主席暂兼。

丙、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辞职，由张嘉璈继任。

丁、宋子文出席立法院，报告财政金融，未答复质询。

戊、蒋主席对中央训练团同学讲话，痛斥共产党，并谓决于半年至一年期间解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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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周恩来电蒋主席质问强迫京沪渝中共联络处撤退，并要求展延至三月底。

庚、扩大立法院、监察院、参政会，增加名额，政府改组初步实现（青年党十三名，民社党

十二名参加立法院；青年党六名，民社党七名参加监察院；青年党、民社党各十一名参加参

政会。此外国民党及社会贤达各若干名）。

辛、宪政实施促进会成立，会长孙科，副会长曾琦（青年党）、徐傅霖（民社党）、莫德惠、

张继。

壬、国军胡宗南部收复陇东庆阳。

癸、西康刘文辉军与程志武激战于雅安附近。

子、鲁西国军收复汶上。

３﹐２（二，一○）

甲、台湾嘉义、台中、新竹、彰化暴动，攻打官署及外省人，抢夺军器（台中有曾在莫斯科

读书之女子谢雪红参加）。

乙、迪化维族追悼２﹐２５死难之四维人，省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演说，劝维族忍耐待机。

丙、北平教授百余人响应２﹐２３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

丁、陕甘国军收复陇东合水。

戊、河北国军收复满城。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骑兵移驻保定。

己、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自沈阳到长春。

庚、热河共军攻占绥东。

辛、鲁东共军攻高密。

３﹐３（二，一一）

甲、台北市驻军撤离市区，陈仪接受革新政治要求，嘉义军民激烈冲突。

乙、长春国军（孙立人部）大举反攻，收复九台，解德惠围，共军主力北撤。

丙、自山东费县及曲阜北进之国军（欧震吴化文部）会于泗水。

丁、参谋总长陈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自南京到徐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回西安，国

防部长白崇禧到张家口。

戊、美大使司徒报告国务院，蒋委员长决定采取全部出击攻势，其心情日益焦虑。

３﹐４（二，一二）

甲、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撤销，陆军总司令部移徐州，另于郑州设指挥所（范汉杰为主任），

各战区司令长官部撤销，设西安、太原、保定、张家口绥靖公署，胡宗南、阎锡山、孙连仲、

傅作义分任主任。

乙、白崇禧到绥远。

丙、最高经济委员会改称为全国经济委员会，隶于行政院，下设物价委员会。

丁、民主社会党张君劢、汤住心（芗铭），青年党左舜生、余家菊等应政府邀自沪到京，商

政府改组。

戊、台湾高雄暴动，占领市政府警察局，捣毁专卖局，殴打外省人士。

己、国军在陕西宜君马栏市附近遭共军袭击，旅长何奇阵亡。

庚、鲁东共军占高密 山。

辛、英法同盟条约签字。

壬、南京下关码头崩塌，死伤百余人。

３﹐５（二，一三）

甲、共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乙、东北国军渡过松花江北进。

丙、安东共军攻占辉南。

丁、鲁东共军猛攻潍县胶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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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联总接受中国申请，以价值五百万美元之棉花运华出售。

己、上海中共人员到南京集中。

３﹐６（二，一四）

甲、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广播，准备改革行政机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以武力镇压暴动。

乙、辽北共军占通辽。

丙、陕北共军占绥远鄂托克旗。

丁、白崇禧到太原。

戊、广州行辕召开粤桂绥靖会议。

己、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回上海，参加政府态度未决。

庚、伪安徽省长罗君强判处无期徒刑。

３﹐７（二，一五）

甲、胡宗南部第一军董钊及第二十九军刘戡分别集中陕西宜川洛川，准备攻取延安。

乙、京沪中共人员董必武、王炳南、陈家康、梅益、潘梓年等七十四人乘美军飞机返延安。

财产由民主同盟代管。

丙、王世杰与俄大使商谈旅大接收问题，申明我之立场。

丁、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避免易招人民反感之措施。

戊、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改革台省政治建议三十二条。

己、台湾凤山骚动平定。

庚、伪军政部长河南省长鲍文樾判处死刑。

辛、周恩来抨击美国对华政策，希望莫斯科会议宣布对中国不加干涉，延安不拟召开人民代

表大会，组织中心政府，并力言政府接受中共两项要求，始能和平。

壬、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声述内战惨痛，希望政府切实保障人权，对青年不宜横施高压，

仍愿为恢复和平努力，凡以善意调解我内战纠纷者，无论一国或数国，同样欢迎。

癸、李济琛在香港发表时局意见书，主政府放弃武力统一政策，重开政治协商会议，重新召

开国民大会。

子、重庆中共代表吴玉章等五十人回延安。

丑、上海教授六十余人响应北平教授保障人权宣言。

寅、台湾屏东骚动平定。

卯、新疆省府主席张治中离京返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回京。

辰、陈诚到青岛布署。

巳、广东遂溪县长戴朝恩剿匪阵亡。

午、黄河花园口口门合龙工程及引河放水开始。

未、【中亚】轮在九江下游失火，乘客百余人遇难。

３﹐９（二，一七）

甲、国防部长白崇禧奉派赴台湾宣慰。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奉命到台视察，自基隆赴台北途中

被阻截，开枪互击（宪兵二营随杨来台）。台北再度宣布戒严。

乙、国军（第二十一师）一部开抵台湾，在基隆登陆。

丙、政府代表雷震洪兰友到沪，与民社党青年党洽商政府改组（

民社党张东荪梁秋水胡海门仍反对参加政府）。

丁、津浦线国军再占曲阜宁阳。

戊、松花江北岸共军再度南犯。

３﹐１０（二，一八）

甲、蒋主席宣布处理台湾事变办法，对于台人宪法规定范围以内之要求均可应允，盼严守纪

律，候中央派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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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台湾行政长官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丙、台南高雄暴动平定。

丁、旅沪台人代表到京请愿，要求慎重处理台变，派遣大员宣慰，由白崇禧接见。

戊、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开幕，苏俄外长莫洛托夫提议由美英苏三国报告一九四五年三月三

外长会议时关于中国决议之实施情况，并反对马歇尔邀请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之提议。

己、延安中共军事会议，决发动全面攻势。

庚、宁夏马鸿逵军攻占盐池及陕北定边。

辛、平汉线北段国军收复容城。

壬、南京大屠杀案主角前日本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判处死刑。

３﹐１１（二，一九）

甲、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反对将中国内政问题列于莫斯科外长会议之议程。

乙、因美英法三外长之反对，中国问题不列入莫斯科会议议程，而由美英苏三外长交换情报

作非正式之商讨，不发表公报。

丙、苏俄【消息报】力主讨论中国问题，谓国民党反动份子之独裁变本加厉，有计划的阻止

民主份子参加政府。

丁、美大使司徒雷登晤王世杰。

戊、山东共军攻占胶县，国军猛攻大汶口，陈诚、顾祝同一度飞济南视察。

己、东北共军再攻德惠，展开激战。

庚、陕北共军与国军开始在洛川中部以北接触。

辛、派白崇禧前往台湾宣慰，对于此次纷扰事件权宜处理。

壬、白崇禧对旅沪台人代表陈碧笙等申述处理台变方针，改革政制，取消专卖制度，台省省

内省外人一律平等，派兵为国防上之需要，非为镇压人民（陈及国防部司长何孝元等即飞台

北）。

癸、台湾警备司令部公告令交出私藏军火。

子、美国驻延安连络员返南京。

丑、特任李迪俊为驻土耳其大使（代徐谟）。

３﹐１２（二，二○）

甲、美大使司徒报告国务院，中国内战将使经济日益枯竭，士气日渐减低，在东北国共两军

损失为一比二，在山东为二比一。

乙、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到宜川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三路进攻延安。

丙、东北国军夺回通辽。

丁、中共发出地下斗争路线方案。

戊、白崇禧原定今日赴台湾，以故中止（昨日飞台北之陈碧笙及何孝元等今日回京）。

己、美总统杜鲁门向国会要求贷款四亿，援助希腊、土耳其，并声明使一切国家从压迫中获

得解放，反对以压迫或政治渗入的机诈手段改变现状。

３﹐１３（二，二一）

甲、俄外长莫洛托夫函美英外长，同意会外商谈中国问题，并同意中国派代表参加。

乙、青年党声明反对莫斯科外长会议商谈中国问题。

丙、陕北国军自洛川宜川前进，与共军激战。

丁、台南解严，嘉义暴动平定。

戊、广州各界举行维护国家主权运动大会。

己、张治中自兰州飞迪化（３﹐１６到）。

３﹐１４（二，二二）

甲、外交部发表声明，反对三国商讨中国问题，拒绝派代表参加，并由驻俄大使傅秉常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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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外长。

乙、民社党主席张君劢主中国派代表参加莫斯科会议，会外商讨中国问题。

丙、空军炸延安。

丁、东北国军击退进攻德惠之共军。

戊、民社党发表声明，要求保障人权。

己、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到南京。

３﹐１５（二，二三）

甲、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幕，蒋总裁致词，谓中共问题政治解

决途径绝望，为捍卫国家统一，保障人民安全，不能坐视叛乱不加制止，同时努力实施宪政，

复兴经济。

乙、外交部长王世杰覆美英外长，不参加或同意三国商谈，并要求三国外长停止涉及中国内

政问题之任何讨论（３﹐１３发出，本日送交）。

丙、陕北国军（董钊部）败共军于茶房，收复鄜县。

丁、黄河花园口堵口合龙。

戊、赴日记者团回上海。

己、沈阳学生举行护权爱国示威游行。

３﹐１６（二，二四）

甲、美国务卿马歇尔函覆苏外长莫洛托夫，拒绝讨论中国问题，建议以书面交换一九四五年

莫斯科宣言内有关中国部分之情报，并以副本送达中国。

乙、王世杰向三中全会报告外交。

丙、陕北共军全面进攻鄜县至临真（在延长南）

之线。

丁、民航飞机复航。

戊、进攻长春外围农安、万宝山等处共军败退。

３﹐１７（二，二五）

甲、中共主席毛泽东及周恩来离延安，刘少奇赴河北至山西柏城村，设立中央工作委员会（１

９４８﹐５毛泽东到后，中央工作委员会结束）。

乙、白崇禧及蒋经国自南京到台北，即发表文告，宣布处理台湾事变四原则（改行政长官公

署为省政府，各县市长提前民选；调整人事，警备总司令不由省主席兼任，省府委员尽先选

用本省人；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尽量缩小，现行经济制度与中央法令抵触者分别修正或废止；

恢复地方秩序，参与此次事变及有关人员，除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从宽免究）。

丙、民主同盟发表书面谈话，说明时局意见，赞同莫斯科会议检讨中国问题，调解中国内战。

丁、陈诚向三中全会报告军事。

戊、陕北国军（刘戡部）突破共军鄜县劳山阵线。

己、山东共军再攻济南。

庚、中航公司货机在汉口失事。

辛、佛教领袖太虚卒于上海。

壬、北平西郊美兵枪杀中国小学生王凤喜。

３﹐１８（二，二六）

甲、陕北国军越过甘泉。

乙、东北共军围攻通化。

丙、国民党三中全会检讨外交，抨击王世杰对俄外交软弱，谓为屈膝无能，王声言辞职。

丁、南京学生游行，反对国际干涉中国内政。

戊、英外相贝文答复俄外长莫洛托夫，反对讨论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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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民主社会党之中央常会通过政治改革建议书。

庚、白崇禧访台湾参议会，并招待台北各界人士。

辛、共军飞机炸山西大宁。

３﹐１９（二，二七）

甲、国军收复延安（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部第一师罗列击败共军贺龙，共军伤亡一万七千人，

国军伤亡约一千人）。

乙、山西国军收复孝义。

丙、东北共军攻占长岭，国军收复茂林。

丁、宁夏国军收复鄂托克旗王府及大庙。

戊、三中全会检讨军事，主振奋士气，提高兵员待遇，加强兵役。

己、【伏波】炮舰在厦门附近被招商局之【海闽】轮撞沉，官兵一百六十余人均罹难。

３﹐２０（二，二八）

甲、陈诚对记者报告延安之战，如共军自动放弃武装，军事即可告一段落。

乙、三中全会嘉勉收复延安之胡宗南及全体将士。

丙、南京下关难民死二十余人。

３﹐２１（二，二九）

甲、蒋主席在三中全会致词，谓年内可全部收复东北，财政收支相当稳定，政府决定改组，

还政于民。

乙、孙科、莫德惠、王云五与青年党民社党商改组政府方案。

丙、美代理国务卿艾契逊在众院外交委员会宣称，不赞成中国境内共产政府扩张。

３﹐２２（二，三○）

甲、三中全会检讨经济政治，并通过（一）取消东北行辕之政务经济两委员会，（二）台湾

行政长官陈仪撤职查办（蒋主席对此两案通过，极为不怿）。

乙、山东国军收复东平。

丙、白崇禧到台南（明日到台中）。

丁、上海【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去年１１﹐８成立）呼吁制止秘密捕人。

３﹐２３（闰二，一）

甲、三中全会通过（一）惩治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诒及其部属，彻查官办商行账目，

没收贪官之财产。（二）对中共问题重行决定态度。（三）海南岛改省。

乙、蒋主席招待民社青年两党人士，改组政府之共同纲领十二条完成。

丙、豫东共军魏凤楼攻占周家口（３﹐２６收复）。

丁、泛亚洲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开幕。

３﹐２４（闰二，二）

甲、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一）国民政府增设副主席一人。（

二）经济改革案。（三）政治改革案。

乙、三中全会闭会，发表宣言，完成宪政，消除统一障碍（对中共采坚决迅速措置），实行

民生主义，维护国际正义，充实教育内容。

丙、蒋主席在联合纪念周讲演，党内批评应有所依据，勿作私人意气用事，要求信任其领导

全党，并为宋子文、王世杰、陈仪辩白。

丁、陕北国军收复安塞，吕支在青化镇失利，旅长李纪云被俘，宁夏国军收复盐池。

戊、鲁西国军收复东阿。

己、苏北共军管文蔚攻占海门聚星镇。

庚、台湾参议员向陈仪陈述善后意见。

辛、美国务院公布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协议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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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闰二，三）

甲、美国务院宣布苏俄已答复美方照会，准备履行中苏条约，将大连交还中国。

乙、晋北国军收复左云。

丙、白崇禧经新竹回抵台北，嘉义秩序恢复。

丁、荷兰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式订立协议，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爪哇、马都拉、苏门

答腊之政权。

戊、行总船只在山东共区石臼所卸货，被空军扫射。

３﹐２６（闰二，四）

甲、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发行美金债券，总额为美金三亿元。

乙、苏俄同意美方建议交换中国局势之情报，英国拒绝。

丙、陕北国军收复延长，胡宗南之指挥所进驻延安。

丁、晋北国军（傅作义部）收复右玉、怀仁。

戊、鲁西国军收复平阴，鲁中收复泗水。

己、共军刘伯承部攻占豫北滑县。

庚、白崇禧在台北广播劝高山族检举现场逃逸之暴徒。

辛、国府令周佛海减处无期徒刑。

壬、梁漱溟致书民社党青年党，询参加政府之任务。

３﹐２７（闰二，五）

甲、豫北共军攻占封邱、延津。

乙、鲁西国军收复肥城，济南国军与鲁西国军在长清会师。

丙、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通令各警察分局，今后若有市民无故失踪，各分局长应负全责。

丁、华南战犯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田中久一在广州枪决。

３﹐２８（闰二，六）

甲、津浦线国军收复山东大汶口及费县。

乙、豫北共军攻占阳武。

丙、山西国军收复孟县。

丁、蒋主席为第四届青年节发告全国青年书，勉促成统一，致力建设。

戊、民社党张君劢复梁漱溟，参加政府在使一党专政早日结束，并缩短内战期限。

己、立法院通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及总统选举罢免法。

３﹐２９（闰二，七）

甲、宪政实施促进会成立。

乙、陕北国军收复延川。

丙、绥远国军收复晋北平鲁。

丁、豫东国军再复太康（３﹐３１收复通许）。

戊、豫北共军攻占原武，并以主力进攻汲县。

己、青年节陈诚广播，不久即将戡平中共叛乱。

庚、毛泽东朱德由陕北葭县渡河到晋西临县。

辛、陕西洋县国立第七中学被暴徒焚毁。

壬、首任印度驻华大使梅农及荷兰大使艾森递国书。

３﹐３０（闰二，八）

甲、豫北共军攻占平汉铁路元村忠义站（新乡附近）。

乙、陕北瓦窑堡激战。

丙、立法院通过五院组织法。

３﹐３１（闰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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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府公布行宪法规十种（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

罢免法，立法委员及监察委员选举罢免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织法）。

乙、王世杰与俄大使彼得罗夫谈旅顺大连问题，我决即接收。

丙、陕北国军收复清涧。

丁、美国务卿马歇尔致书苏外长莫洛托夫，叙述驻华美军数目及遣俘情形。

４﹐１（闰二，一○）

甲、国军王敬久部收复泰安及界首。陕北国军收复保安。

乙、白崇禧发表处理台湾善后五项办法。

丙、军事参议院改组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何应钦为主任委员，由龙云代理。

丁、西康刘文辉部武装运鸦片过天全，被地方武力截击。

戊、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葡公使樊西嘉换文，取消葡在华特权。

４﹐２（闰二，一一）

甲、蒋主席自南京赴奉化。

乙、山东国军收复泰山。

丙、白崇禧自台湾返抵南京。

丁、民社青年两党中常会通过参加国民政府委员名单。

戊、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今后非党务机关不悬挂青天白日党旗。

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开幕（中共领导）。

庚、三民主义宪政同志会（民宪会）举行会员大会。

４﹐３（闰二，一二）

甲、陕北国军收复瓦窑堡（共军之重要据点）。

乙、辽宁通化政府军败挫（第八十九师）。

丙、鲁南国军进攻沂蒙山区。

丁、豫北共军攻占淇县，豫东攻占宁陵。

戊、旅顺、大连、金州各团体成立【关东公署】

。

己、台湾事变肇祸人专卖局职员傅学通判处死刑。

庚、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与杜聿明不和，被解职。

４﹐４（闰二，一三）

甲、陕北国军收复安定、定边。

乙、豫北国军（孙震部）收复汤武、原武、封邱、延津。

丙、河北国军收复永清。

丁、中外记者团到延安。

戊、美国决提前分发日本赔款之一部，中国得百分之十五。

４﹐５（闰二，一四）

甲、共军袭击塘沽附近新河之美军弹药库，发生爆炸，美军死伤约二十余人。

乙、晋南共军攻占翼城。

丙、苏北共军（管文蔚）连日猛攻如皋李堡。

丁、民主社会党张东荪、梁秋水致书伍宪子、胡海门，质询参加政府理由。

４﹐６（闰二，一五）

甲、晋南共军攻占侯马。

乙、豫北共军围攻汤阴。

丙、中俄军事代表会于大连附近之普兰店，商大连接收事宜。

４﹐７（闰二，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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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晋南共军陈赓攻占新绛稷山。

乙、白崇禧报告台湾事变善后，主改革政治经济制度，调整人事。

丙、苏俄真理报刊出莫洛托夫致马歇尔文件，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谴责驻华美军之未行撤

退。

丁、莫斯科广播，抨击美国以军事援助中国。

戊、国防最高会议通过设立新闻局。

己、美汽车大王福特卒，年八十四。

４﹐８（闰二，一七）

甲、豫北国军收复淇县。

乙、国军收复陇东庆阳、陕北安边堡及横山。

丙、中共东蒙自治军攻占康平（４﹐１１收复）

。

丁、以陈延炯继张嘉璈为中国长春铁路公司理事长。

戊、纽约时报指责俄军未撤出大连。

己、美国务卿马歇尔为韩国独立事致书俄外长莫洛托夫，主重开美俄联合委员会。

４﹐９（闰二，一八）

甲、河北共军（聂荣臻）猛攻正定、石家庄。

乙、晋南共军攻占荣河、河津、禹门口。

丙、陕北绥德、葭县、吴堡、米脂连日激战，国军收复宁条梁。

丁、无锡人报被边疆学校学生捣毁。

戊、上海三处大火，虹口茂昌堆栈被焚。

４﹐１０（闰二，一九）

甲、晋南共军攻永济。

乙、豫南共军攻占扶沟。

丙、全国经济委员会商讨抑止京沪物价涨风。

丁、西康参议会要求刘文辉实践诺言，查铲烟苗，停收烟捐。

４﹐１１（闰二，二○）

甲、国军自潼关渡河增援晋南。

乙、陇东国军收复环县。

丙、共军炸断平津铁路（安定附近），焚货车。

丁、参政会请政府（一）交涉收回澳门，（二）

消弭湘鄂边境共军。

戊、蒋主席自奉化到杭州。

己、朝鲜革命领袖李承晚到南京。

庚、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在伦敦讲演，抨击美国之中东政策。

辛、西康民乱领袖朱世正等投诚。

４﹐１２（闰二，二一）

甲、河北共军聂荣臻部占正定、栾城、新乐。

乙、晋南共军猛攻运城。

丙、陕北国军收复靖边。

丁、鲁南国军分向沂蒙山区进击。

戊、蒋主席到上海。

己、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在英再度讲演，谓美国已在推行一种残酷的帝国主义计划。

４﹐１３（闰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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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主席召集上海市长及士绅，垂询当前物价情形。

乙、蒋主席招待韩国革命领袖李承晚。

丙、美使馆参事巴德华晤外长王世杰，洽商借款事。

丁、南京交通警察袭击公共汽车，枪伤多人。

４﹐１４（闰二，二三）

甲、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对德和会应由五国外长全体会议决定，在和会召集问题未适

当解决之前，中国政府保留其一切自由行动。

乙、蒋主席自上海回抵南京。

丙、石家庄外围共军后退。

丁、苏北共军攻占淮阴附近之蒋坝高涧。

戊、陕北国军在瓦窑堡以南败挫，旅长麦宗禹被俘。

４﹐１５（闰二，二四）

甲、国军收复天津西之胜芳镇。

乙、晋南共军攻占猗氏（明日又为国军收复）。

丙、陕北瓦窑堡及安定间连日激战。

丁、全国银行联合会成立。

戊、设立国防科学委员会。

己、法机滥炸越南泳濂华侨（３﹐８曾炸清兴市华侨）。

４﹐１６（闰二，二五）

甲、中国国民党、青年党、民主社会党领袖蒋中正、曾琦、张君劢及社会贤达领袖莫德惠、

王云五签订施政方针，青、民两党提出参加国民政府之委员名单，蒋主席宣布提名张群为行

政院长。

乙、民主社会党孙宝刚、汪世铭对记者谈话，抨击张君劢越权专断（孙等主全面参加政府）。

丙、中国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各机关团体停止举行纪念周，免读国父遗嘱，不悬挂党旗。

丁、外交部通知俄大使彼得罗夫，拟派董彦平等赴旅顺大连视察。

戊、新疆哈萨克酋长乌思满为伊宁军所败，退至北塔山附近。

己、新疆省府主席张治中赴南疆视察。

庚、外交部发表王世杰致马歇尔函，主早日实现韩国独立。

辛、马歇尔晤斯大林，交换德国问题意见。

壬、中外合组之黄泛区视察团在开封会商复兴泛区问题。

癸、牯岭大火。

４﹐１７（闰二，二六）

甲、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主席副主席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

政府委员由主席就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五院院长由主席选任）。

乙、国民党中央常会选任（一）孙科为国民政府副主席。（二）张群为行政院长，孙科兼立

法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长。（三）张继、邹鲁、宋

子文、翁文灏、王宠惠、邵力子、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信、陈布雷、章嘉呼图克

图为国民政府委员。

丙、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名单（张人杰、李煜瀛、冯玉祥、阎锡山、孔祥熙、

何应钦、程潜、李宗仁等），并以陈立夫为秘书长。

丁、国民政府文官处发表文告，说明政府改组意义，并公告各党所协议之施政方针十二点。

戊、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撤销中央调查统计局。

己、张君劢在京谈话，蒋主席曾保证俟平汉津浦两路通车后，政府将设法与中共争取政治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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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外交部照会俄大使，要求接收旅顺大连。

辛、河北国军收复霸县。

壬、河北共军攻占获鹿（即日为国军收复）。

４﹐１８（闰二，二七）

甲、国民政府明令改组，除昨日国民党中央常会所选任之院长委员外，并任命曾琦、陈启天、

余家菊、何鲁之（青年党），伍宪子、胡海门、戢翼翘（民社党），莫德惠、陈辉德、王云五、

鲍尔汉（社会贤达，鲍尔汉为塔塔儿人，新疆省府副主席）为国民政府委员（民社党内部有

问题，尚缺一名未提出）。

乙、蒋主席发表谈话，说明政府改组系进入宪政之重要步骤，倘中共放弃其以武力夺取政权

之行动，仍有参加政府之机会。

丙、加聘宋庆龄、胡毅生、刘哲、许崇智、尧乐博士、迪鲁瓦、李根源、魏瑰、陈树人、陈

策、陈其采、张钫、萧萱为国民政府顾问。

丁、民社党中央常务委员伍宪子、汤芗铭（住心）、李大明、沙彦楷、汪世铭、卢广声、孙

宝刚发表声明，不承认张君劢提出之参加政府人员名单。

戊、国民政府举行奠都南京二十周年纪念。

己、太原被围，对外交通断绝。

庚、豫北共军再占淇县。

辛、芜湖报馆三家被警察捣毁。

壬、中菲友好条约在马尼剌签字（中国代表为公使陈质平）。

癸、马占山到沈阳。

子、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卒于上海，年六十三。

４﹐１９（闰二，二八）

甲、河北共军攻占井陉煤矿。

乙、特派商震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

丙、广东民众收回澳门促进会成立。

４﹐２０（闰二，二九）

甲、河北共军攻占井陉。

乙、蒋主席与民社党宣传部长徐傅霖恳谈。

丙、黄河花园口闭气工程完成。

４﹐２１（三，一）

甲、鲁南国军汤恩伯兵团攻占临沂莒县间之汤头镇。

乙、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删去【国府主席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之规定。

丙、韩国革命领袖李承晚自上海飞返汉城。

４﹐２２（三，二）

甲、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撤销，改设省政府，以魏道明为主席。

乙、山东共军大举反攻泰安大汶口。

丙、豫北共军猛攻汤阴，占领滑县、浚县。

丁、民主社会党国府委员胡海门、戢翼翘发表参加政府声明。

戊、莫洛托夫函覆马歇尔，提议朝鲜方面美俄联合委员会于五月二十日在汉城恢复工作。

己、高语罕（托派共产党员）卒于南京。

４﹐２３（三，三）

甲、新国民政府委员会成立。

乙、新行政院人选发表，院长张群，副院长王云五，政务委员张厉生、王世杰、白崇禧、俞

鸿钧、朱家骅、谷正纲、谷正伦、薛笃弼、谢冠生、李敬斋、翁文灏、许世英、刘维炽、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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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沛、雷震（以上国民党），李璜、左舜生、常乃德（青年党），李大明、蒋匀田（民社党），

俞大维、周诒春、缪嘉铭（无党派）。

丙、特任张厉生、王世杰、白崇禧、俞鸿钧、李璜、朱家骅、俞大维、左舜生、谷正纲、谷

正伦、薛笃弼、谢冠生、李敬斋、周诒春兼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教育、交通、

农林、社会、粮食、水利、司法行政、地政、卫生部部长，翁文灏、许世英、刘维炽兼资源、

蒙藏、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丁、特任甘乃光为行政院秘书长。

戊、特派董显光为行政院新闻局局长。

己、国防最高委员会与中央常会联合举行，决定国民党参加行政院之人选，核准台湾省政府

各厅处增设副首长，并宣布结束国防最高委员会。

庚、中国青年党参加国府之委员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发表参加政府声明。

辛、民社党汪世铭、卢广声、孙宝刚发表声明，否认蒋匀田、李大明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壬、张群广播施政方针，追求和平，恢复统一，完成行宪准备，突破经济难关，改善人民生

活，并与各友邦和平相处。

癸、平汉路国军收复河北望都。

子、中共领导之内蒙古人民代表会在王爷庙开幕，云泽为主席（

共七日）。

丑、徐州九里山军械库爆炸。

４﹐２４（三，四）

甲、莫斯科外长会议休会（无结果）。

乙、晋东共军猛攻正太路阳泉镇。

丙、鲁南国军收复蒙阴。

丁、平汉路北段国军收复清风店。

戊、河北省府主席孙连仲、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到石家庄视察。

己、长春美武官芮克及柯林斯获释（３﹐１为共军掳去）。

庚、京沪等地米纱连日上涨。

４﹐２５（三，五）

甲、参谋总长陈诚到徐州。

乙、晋南共军攻占永济，守军退陕西。

丙、平汉路国军收复元氏车站。

丁、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抨击政府改组。

戊、新疆哈族乌思满进攻精河，为伊宁军所败。

４﹐２６（三，六）

甲、山东共军攻占泰安，国军第七十二师师长被俘。

乙、河北国军收复定县。

丙、新一军长孙立人改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潘裕昆继任军长。

丁、美总统杜鲁门宣布以海军剩余舰只二百七十一艘移交中国。

戊、梁秋水、伍宪子先后自北平香港到上海，调解民社党内争。

己、柏文蔚卒于上海，年七十二（１８７６﹐６﹐８生）。

庚、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枪决。

４﹐２７（三，七）

甲、河北国军收复完县。

乙、山东国军收复临沂沂水间之河阳镇。

丙、晋南共军攻占虞乡霍县，晋东占娘子关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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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豫北共军再占封邱。

戊、内蒙古人民代表会决议组织内蒙古自治政府及施政纲领。

４﹐２８（三，八）

甲、山东国军汤恩伯欧震部收复蒙阴，共军攻占肥城。

乙、河北国军收复蠡县。

丙、晋南共军攻占解县。

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

戊、河南鲁山自卫队毙伤河南中学学生十余人。

己、美国务卿马歇尔演说，谴责苏俄使莫斯科会议失败。

４﹐２９（三，九）

甲、山东共军占宁阳、东阿。

乙、晋南共军占夏县，猛攻运城安邑。

丙、豫北共军占阳武（明日收复）。

丁、河北国军收复唐县。

戊、行政院第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各部次长。

己、米面棉纱狂涨，物价委员会开会商讨。

４﹐３０（三，一○）

甲、鲁南国军收复新泰。

乙、山东共军占平阴，山西共军占孟县。

丙、陕北国军猛攻绥德。

丁、安徽宣城发生抢米风潮。

戊、物价委员会再度会议。

５﹐１（三，一一）

甲、张群在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迅速结束军事，解决经济困难，遵守宪法精神，维护联合

国宪章）。

白崇禧报告军事，决先完成统一。

乙、晋南共军占芮城平陆，潼关戒严，隔河炮战。

丙、晋东共军再占平定。

丁、热河共军占凌源（５﹐３收复）。

戊、山东国军收复宁阳。

己、西康天芦民变领袖朱世正李元亨投诚。

庚、公布预备干部征集训练条例。

辛、田粮会议在南京开幕。

壬、南京平价米停售一日。

癸、陕西镇安孙浚伯击毙县参议会议长利瓦伊翰。

子、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云泽、哈丰阿为正副主席，博彦满都为参议会议长。

５﹐２（三，一二）

甲、陕北国军收复绥德，旅长李昆岗在龙蟠遇伏被俘。河北收复高阳。

乙、豫北共军（刘伯承）攻占汤阴，败国军第三纵队总司令孙魁元（殿英）。

丙、晋东共军攻占正太线之阳泉镇。

丁、杭州米店被捣毁。上海四米商被拘。

戊、尼泊尔访华团到南京。

５﹐３（三，一三）

甲、蒋主席飞徐州济南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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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鲁南国军第一兵团汤恩伯部败共军于临沂蒙阴间之新庄，消灭共军五千余人。

丙、上海及浙江永康发生抢米风潮。

丁、贵州大学因与城防兵冲突，本日游行请愿。

５﹐４（三，一四）

甲、蒋主席自济南返南京。

乙、太原戒严，楚溪春携阎锡山函到南京乞援。

丙、晋南共军占蒲县，晋东占阳泉寿阳，毛泽东到晋西兴县。

丁、陕北共军一度攻占耀县。

戊、皖北共军张太生部一度占蒙城。

己、北平南京学生举行【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纪念会，上海法学院学生为张贴标语与警察

冲突。

庚、河南大学山东大学教员全体罢教，要求改善待遇。

辛、芜湖及浙江富阳发生抢米风潮。

壬、湖南邵阳永和金店员工被行政专员公署秘书毒杀。

癸、黄河花园口举行合龙典礼。

５﹐５（三，一五）

甲、无锡发生抢米风潮，波及全城米店，情形混乱。

乙、成都发生抢米风潮，号称【吃大户运动】，宣布戒严。

丙、晋南共军攻占平陆，晋中占文水。

丁、俄大使彼得罗夫晤外长王世杰，同意中国派代表前往旅大视察接收问题。

戊、浙江衢县发生抢米风潮。

己、上海食米限价取消。

庚、田粮检讨会闭幕。

辛、上海法学院学生罢课。

５﹐６（三，一六）

甲、蒋主席令京沪市政府取缔囤积居奇扰乱粮价之奸商。并颁布调节粮食办法四项。

乙、山东国军再度收复泰安，共军反攻新泰。

丙、晋南共军攻占运城东飞机场（明日收复）及茅津渡。汾阳亦被攻占。

丁、中央大学教授发表宣言，要求改善待遇。

戊、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电请教育部调整教授待遇。

５﹐７（三，一七）

甲、国务会议，张群报告物价波动情形及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及生活指数解冻问题。

乙、上海发生大规模之抢米风潮。

丙、江浦浦镇发生抢米风潮。

丁、豫北共军猛攻安阳，占领太保。皖北共军攻占盱眙蒋坝。

戊、浙江金华英士大学学生抵杭州，拟进京请愿迁校，沪杭交通阻断（５﹐１０恢复）。

己、美国务卿马歇尔评中国政府改组已具备美国贷款条件。

５﹐８（三，一八）

甲、上海米商请愿，并捣毁电台广播【米蛀虫】

之【筱快乐】（

朱良）住宅。

乙、西藏拉萨发生事变，僧俗冲突，藏王热振被拘（旋遇害）（

此事似在上月）。

丙、南京各米店加派岗警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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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山东国军败共军于泗水。

戊、河南共军攻占洧川（明日国军收复）。

己、顾维钧访美国务卿马歇尔，要求十亿美元贷款（５﹐１３提出节略）。

庚、美大使司徒雷登与蒋主席晤谈。

辛、加拿大取消限制华人入境法案。

壬、战前之天津市长萧振瀛在北平逝世，年五十八。

５﹐９（三，一九）

甲、行政院举行检讨会，决定调整公教人员待遇，解冻生活指数。

乙、张群出席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物价问题。

丙、下关苏州发生抢米风潮。

丁、安庆人民捣毁强购节余军米之怀宁县银行。

戊、山东国军攻向莱芜，占领蒙阴寨雁陵关。

己、山东国军再度收复肥城平阴。

５﹐１０（三，二○）

甲、鲁南国军欧震兵团收复莱芜，败共军之华东野战军。

乙、鲁西国军收复东阿。

丙、山西共军分向榆次太谷进攻，太原情势益紧（山西全省十分之九已入共军控制）。

丁、豫北共军猛攻安阳。

戊、行政院物价委员会调整上海市工资。

己、南京又有抢米案两起。苏州抢米风潮益剧。

庚、新任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抵东京。

辛、特任薛岳为国民政府参军长（代商震）。

壬、教育部宣布高中毕业会考与大学入学考试联合举行（近日各地高中生纷纷反对会考）。

癸、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罢课，要求恢复航海轮机两系。

５﹐１１（三，二一）

甲、东北共军四十万南渡松花江第五次大举进攻，占领农安、尤家屯，主力由怀德南下。山

东国军第一兵团汤恩伯部分四个纵队（约十二万人），开始进击沂蒙山区，占领吐丝口。

乙、陕北国军收复吴堡。

丙、豫北共军占汤阴。

丁、南京民主同盟负责人与中央大学学生代表会议，策动学潮（

５﹐２５及５﹐２８一再举行）。

戊、特任何应钦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龙云、于学忠等为委员。

５﹐１２（三，二二）

甲、王世杰向俄大使彼得罗夫提出接收旅大之备忘录。

乙、东北共军分向吉林外围及农安进攻。

丙、豫北国军收复封邱延津，安阳外围激战。

丁、傅作义到太原（明日飞北平）。

戊、莫德惠到台湾新竹，访张学良（张系去年１１﹐２自渝到台）。

己、留平之参政员周炳琳谈，已与钱端升、许德珩建议政府约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继续

和平谈判（５﹐６周等致书邵力子）。

庚、东北大学教授罢课，要求调整待遇。

辛、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罢课，响应上海交通大学护校运动。

壬、北平高中学生请愿反对会考。

癸、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学员哭中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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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三，二三）

甲、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平均增加百分之八十（薪俸倍数为一千八百倍，基本数为卅四万元）。

乙、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二千余人进京请愿，京沪车阻，教育部长朱家骅到沪处理。

丙、南京中央大学学生罢课，要求增加副食费（京沪各校学生发动所谓【吃光运动】、【反饥

饿运动】

）。

丁、京沪本届高中毕业生反对会考联合会在京招待记者。

戊、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学员请愿发转业费。

己、山东共军攻占晏城。

庚、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以邓锡侯为主席，汉口、西安、广州、沈阳改为院辖市。

辛、尼泊尔访华团谒蒋主席。

５﹐１４（三，二四）

甲、山东沂蒙山区共军（陈毅）大举反攻，国军第七十四师张灵甫部被围于孟良崮。

乙、安阳剧战，共军一度突入。

丙、山西共军猛攻临汾。

丁、冀西国军收复涞源。

戊、中央大学学生代表向教育部行政院请愿，要求副食费每月每人十万元（民主同盟资助学

生代表二百六十万元）。

己、上海医学院学生响应中央大学学生，开始罢课。

庚、教育部接受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要求，并由朱家骅部长签字。学生允不进京，惟仍继续罢

课。

辛、新闻局长董显光答记者问，侈言和平无补于现局，政府对于完成统一民主所取途径，绝

不有所改变。又谓民主同盟与反叛政府之中共有密切关系，政府对该盟态度将视其政策及行

动若何而定。

壬、邵力子函覆周炳琳、钱端升等，中共参政员开会通知已发出，得覆即派机往迎。

癸、国民党中央常会以李济琛擅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发表反对中央谈话，

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５﹐１５（三，二五）

甲、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一千余人游行请愿，包围教育部及行政院，要求增加副食费，反对内

战，高声叫嚣，捣毁教部门窗。音乐院及戏剧学校学生亦参加。

乙、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响应中央大学学生，决继续罢课（吃光运动）。

丙、上海沪江大学及之江大学分校学生罢课，要求取消积点制。

丁、立法委员十九人紧急动议，请政府立即设法恢复和平谈判，仍循政治协商途径解决国是。

戊、被共军陈毅围困于鲁南孟良崮之张灵甫师情势极危。

己、吉林省城附近共军被击退。

庚、张垣绥靖主任傅作义到南京。

辛、三峡水库工程暂停勘测。

５﹐１６（三，二六）

甲、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败于鲁南孟良崮，师长张灵甫以及所部覆殁（至是国军已牺牲二十

五个整编师）。

乙、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学生响应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本日起罢课三天。

丙、南京金陵大学学生响应中央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游行请愿，扰乱教育部行政院，叫嚣

涂抹。

丁、中央大学学生【休止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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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上海大同大学学生罢课，要求改善待遇设备。

己、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将各大学公费生副食费依照公教人员待遇比例增至四万八千元，以

后每三个月调整一次。

庚、教育部决定高中毕业会考展缓一年，大学总考由各校酌办。

辛、热河共军攻占围场。

壬、新任台湾省府主席魏道明宣布解除戒严令，结束清乡工作，废除新闻检查，撤销交通管

制。

癸、新任农林部长左舜生（青年党）视事。

５﹐１７（三，二七）

甲、留沪参政员商谈和平问题。

乙、上海暨南、复旦、同济三大学学生罢课，响应【吃光运动】。

丙、杭州浙江大学学生罢课。

丁、中央大学学生继续罢课。

戊、湖北省立农医两院学生罢课，要求增加公费。

己、天津北洋大学学生组织反内战会。

庚、东北共军攻占怀德，新一军团长项殿元自杀。

辛、豫北国军收复淇县。

壬、驻印度大使罗家伦呈递到任国书。

５﹐１８（三，二八）

甲、临时国务会议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制止团体请愿。

乙、北平学生与军警冲突，学生被殴。

丙、天津南开大学学生罢课。

丁、江西中正大学学生罢课。

戊、东北政府军败于怀德，共军进迫长春近郊飞机场，另支攻占吉林北之乌拉街。

己、冀东共军攻占昌黎，断平渖铁路。

庚、外蒙军八人越境侵入新疆北塔山，被驻军马希珍连长拘捕。

辛、拉萨政府军与色拉寺僧发生战斗（热振已被害，旬日后僧众战败）。

壬、青年党改推陈启天任经济部长（代李璜），常乃德为国民政府委员，杨永浚、郑振文为

行政院政务委员。

５﹐１９（三，二九）

甲、蒋主席发表谈话，整饬学风，维护法纪，必要时将采取断然处置。

乙、上海各大学学生约五千人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军警劝阻，但未肇事。

丙、武汉大学学生罢课。

丁、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追加各部会经常费，调整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学术研究补助费。

戊、东北共军攻占长春南之公主岭，及康平。

己、热河共军围攻隆化。

庚、胶济路国军收复明水章邱。

辛、新疆省政府改组，麦斯武德代张治中为主席。

壬、法机侵入广西扫射，毙华人四名。

５﹐２０（四，一）

甲、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三千余人游行，与警察冲突，学生受伤者数十人，被捕十余人（寻均

释放）。

乙、北平各大学学生数千人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天津北洋大学等校学生举行反内战游

行，被人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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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上海警备司令部禁止罢工罢课游行。各校学生联合会抗议南京殴打学生事件。

丁、浙江省立各师范学校罢课。

戊、冀东国军收复昌黎。

己、行政院长张群发表谈话，国府公布之维持社会秩序办法，将忠实有效实行。

庚、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开幕，蒋主席致词，重申政府对中共态度，和平统一能否实现，

完全系于中共是否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全国交通。主席张伯苓致词，希望和平早日实现。

辛、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到南京，请增派军队。

壬、中共与苏俄订立哈尔滨协议，俄允于外交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

癸、匪破皖南绩溪。皖北共军占界首。子、新疆迪化发现反对麦斯武德之传单标语（副主席

阿合买提江主使）。

５﹐２１（四，二）

甲、行政院长张群在参政会作政治报告，各参政员质询肃清贪污办法，何时结束内战，及殴

打请愿学生事，并痛陈民间疾苦，亦有主明令讨伐中共者。

乙、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抗议殴打学生，决定明日罢课一天，并向北平行辕请愿。

丙、昆明各大学学生罢课。

丁、京沪苏杭学生代表再向教育部请愿。

戊、南昌学生与军警冲突。

己、热河共军猛攻隆化。

庚、张治中与阿合买提江谈新疆省府改组事，阿仍反对麦斯武德。

辛、熊式辉、傅作义分别离京北返（熊请增援未果，蒋命集中兵力以守长春、永吉、沈阳）。

壬、海军二舰抵南沙群岛之主岛太平岛。

５﹐２２（四，三）

甲、北京大学教授宣言，吁请政府对学潮勿用高压抑制手段。

乙、北京大学学生发表六月二日反内战日告全国同学书。

丙、武昌学生及长沙湖南大学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

丁、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决继续罢课，要求政府撤销维持治安临时办法，严惩５﹐２０事件之

负责人等六事。

戊、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参政会报告，谓防止日本再起，盟国将订公约，对美加强友谊，对苏

严守条约，接收旅大仅军队问题尚未协议，对英港九问题可望有合理解决（在质询中有主反

苏者）。

己、参政会补选张君劢、林虎为主席团主席（代王世杰、王云五）。

庚、美国务院拒绝中国十亿美元借款要求。

辛、冀东共军分向北宁线之秦皇岛、南大寺、北戴河猛攻。

壬、长春西南郊激战，另支迫近四平街，突入梨树。

癸、鲁中沂蒙山区共军主力北移。

５﹐２３（四，四）

甲、东北共军攻占四平街附近之郭家店、八面城、老四平街。

乙、东北国军收复通化。

丙、山东国军收复晏城。

丁、南京学生决定以６﹐２为【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日。

戊、京沪苏杭学生联合会成立。

己、北平朝阳学院学生被殴。

庚、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开会互殴，有五人被警察捕去，上海法学院亦有学生十一人被捕。

辛、财政部长俞鸿钧在参政会报告，预算入超均有巨大赤额，参政员抨击官僚资本及豪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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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壬、日本社会党片山哲当选为新首相。

５﹐２４（四，五）

甲、东北共军占农安，并猛攻四平街。

乙、长春空中通路重开，援军开到，形势转稳。

冀东北宁线共军被击退。

丙、广州中山大学开始罢课三日，并响应６﹐２之反内战反饥饿游行。

丁、杭州学生二千余人游行，抗议【五二○】南京事件。

戊、上海学生扩大反内战宣传。

己、镇江发生抢米风潮。

庚、参政会对军事报告质询，和战主张不一。

５﹐２５（四，六）

甲、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参政会报告，参政员严厉质询学潮。

乙、中央大学教授会劝导学生复课。

丙、南开大学学生决定向共区作反内战反饥饿宣传。

丁、上海学生出外宣传，被警察局捕去八十一人。

戊、上海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奉警备司令部命停刊。

己、美军自秦皇岛撤退。

５﹐２６（四，七）

甲、参政会通过紧急动议，举行审查会讨论和平方案，并电邀中共参政员来京出席参加。

乙、东北共军攻占法库，进扰开原。

丙、四平街附近共军因空军之轰炸一度后撤。

丁、热河共军续攻隆化、丰宁。

戊、晋南共军攻占乡宁。

己、孙震继范汉杰为郑州陆军指挥所主任。

庚、美国解除对华军火出口禁令。

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及天津南开大学复课。

壬、上海被捕学生保释。

癸、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二十余人被殴致伤，暨南大学学生被捕。

子、中国人民党在上海成立。

５﹐２７（四，八）

甲、蒋主席招待国民党籍参政员，谓和平能否实现，完全系于共产党之态度。

乙、上海市参议会分电政府及毛泽东呼吁和平。

丙、驻美大使顾维钧再向美国务院提出十亿美元借款节略。

丁、东北共军攻占梅河口，四平街激战（朝鲜共军参加）。

戊、由陕西渡河入晋之国军收复解县。

己、北平行辕声明，对六月二日罢课游行，不能再事容忍。

庚、上海暨南大学一度被军警包围。

辛、特派朱绍良为重庆行辕主任，萧毅肃为副主任。

壬、关吉玉代理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癸、郭忏继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黄镇球改任参谋次长。

子、荷兰向印度尼西亚提出五项要求。

５﹐２８（四，九）

甲、蒋主席宴参政员，谓政府对政治问题之和平初衷绝未变更，如共产党参政员到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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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商谈。

并谓六月二日为去年延安发动反内战日，可证此次学生行动完全为预定计划。

乙、参政会讨论和平问题，主战派声势盛大，决议组织特种委员会，审查有关和平提案。

丙、中国宗教徒和平建国大同盟在上海成立（蒋维乔、丁福保、王晓籁、李玉阶等主之）。

丁、【解放区】善后救济总署驻沪办事处电覆参政会，谓致中共参政员电无法转达。

戊、上海暨南大学学生五十余人，交通大学学生十人被捕。

己、晋南国军收复平陆。

庚、东北国军收复法库。

辛、外蒙军借口乌思满侵占边境，进攻新疆北塔山，为守军所败。

壬、新疆省参议会成立，新任省府主席麦斯武德就职（伊宁参议员反对麦氏）。

５﹐２９（四，一○）

甲、东北共军攻占昌图车站。

乙、山东共军进攻即墨。

丙、河北国军收复倒马关。

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一百零二人宣言，劝学生避免牺牲，不废学业，盼政府深切有悟，

只能善导而不应高压。

戊、南京一部分学生发动爱国护校运动。

己、西安西北大学学生罢课三日。

庚、河南大学罢课与反罢课学生互殴，军警拘捕学生四十八人。

辛、美大使司徒报告国务院，反内战情绪继续增长，国军士气日渐消沉，尤以东北方面为甚。

壬、民主社会党开除孙宝刚、卢广声、汪世铭等党籍。

５﹐３０（四，一一）

甲、蒋主席到沈阳视察，部署锦州防务。

乙、沈阳美总领事报告国务院，国军士气加速降落，共军随时可能占有整个东北。

丙、天津唐山间火车被炸，死伤乘客数百人。

丁、共军破坏冀东长城煤矿。

戊、立法院商讨学潮问题，推举九人从事疏导工作。

己、华北学生联合会致书参政会，盼为和平努力。

庚、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续有学生十余人被捕，并有军警分别搜查复旦及交通大学。

辛、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抗议搜查捕人，宣布罢教。

５﹐３１（四，一二）

甲、蒋主席自沈阳返京。

乙、东北昌图开原间及吉海、吉渖线激战，共军占海龙、昌图。

丙、平津教授五百余人发表呼吁和平宣言。

丁、中央大学学生决定中止六月二日游行，六月三日复课。

戊、京沪苏浙豫学生联合会议决六月二日之总罢课大游行由各校自行斟酌。

己、广州学生游行，被暴徒殴打。

庚、参政会决议请政府迅商美国借款，完全收回旅顺大连，预防日本重建军备。

辛、南京发生刺杀生父案。

６﹐１（四，一三）

甲、重庆军警逮捕学生、记者（其中八人为大公报记者）、市民二百余人，宣布戒严，成都

开封亦有数十人被捕。

乙、华北学生联合会及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决定停止明日游行，总罢课一天。

丙、武汉军警拘捕武汉大学教授学生，发生冲突，击毙学生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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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广州大公报记者被捕。

戊、沈阳学生游行，反对内战。

己、沈阳戒严，并赶筑工事。

庚、东北吉渖路共军攻占清源。

辛、热河共军占领赤峰。

壬、承认匈牙利政府。

６﹐２（四，一四）

甲、天津复行检查新闻。

乙、广州学生市民连日被捕者数百人。

丙、青岛山东大学学生游行未成，军警拘捕学生八十余人。

丁、昆明桂林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戊、蒋主席电慰武汉大学教授学生，并令行辕主任程潜处理善后。

己、参政会通过和平案，即闭幕。

庚、长春国军收复大岭，共军攻占昌图。

辛、吉林共军攻占桦甸及吉海路之烟筒山。

壬、外蒙军要求我新疆北塔山守军退出松树沟。

癸、上海【红海银行】停业。

子、东北共军占领开原，战事南移，另支猛攻西安。

６﹐３（四，一五）

甲、苏俄大使彼得罗夫抗议在华白俄之反俄活动，外交部长王世杰亦抗议苏俄报纸机关及通

讯团体之反华言论。

乙、旅顺大连视察团乘【长治】号炮舰抵旅顺。

丙、北京大学学生因宿舍被侵罢课。

丁、印度各领袖接受英国之分治计划。

６﹐４（四，一六）

甲、辽东半岛共军占普兰店。

乙、热河隆化解围，城区收复。

丙、陕北国军收复安塞。

丁、行政院决议设立海南岛特别行政区，并设建省委员会。

戊、热河林西县举行庆祝【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大会。

６﹐５（四，一七）

甲、外蒙骑兵一营及苏俄飞机四架再攻新疆北塔山。

乙、中共新华社社评抨诋参政会之和平运动（题为【破车不能再开】）。

丙、东北国军收复开原及吉林乌拉街、西阳。

丁、东北共军攻占伊通。

戊、东北国军退出岫岩（明日共军进入）。

己、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胡孝扬等因武汉大学惨案（６﹐１），撤职查办。

庚、美国务卿马歇尔宣布援助欧洲国家计划。

６﹐６（四，一八）

甲、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国务会议。

乙、蒋主席重申和平方针。

丙、外蒙军攻占新疆北塔山。

丁、关内国军开抵沈阳增援。

戊、选任李文范为司法院副院长，黄绍竑为监察院副院长，徐傅霖（民社党）为国民政府委



- 1487 -

员。

己、全国水利会议开幕（６﹐９闭幕）。

６﹐７（四，一九）

甲、美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国军在东北有大规模崩溃可能。

乙、陕北国军收复保安。

丙、东北共军攻占宽甸。

丁、旅顺之伪【关东公署】拒绝董彦平等视察。

戊、新疆我军收复北塔山，苏俄飞机仍继续轰炸我军阵地。

己、武汉警备司令彭善为６﹐１武汉大学惨案撤职查办。

６﹐８（四，二○）

甲、山东国军收复莒县，胶济路附近共军又向沂蒙山区集中。

乙、东北共军再攻四平街，国军收复西安。

丙、太原电，洪洞、汾城、襄陵、平陆失守。

丁、新疆北塔山蒙军被击退。

６﹐９（四，二一）

甲、东北国军退出安东及凤凰城，共军占析木城（明日收复）。

乙、蒋主席讲演处理学潮情形，盼从速恢复学校秩序。

丙、【达丰】轮在浏河附近因风沉覆，淹毙三十余人。

６﹐１０（四，二二）

甲、伪大连市政府拒绝董彦平等视察。

乙、河北共军一度攻占北平附近之宋育镇。

丙、东北共军再占乌拉街。

丁、晋南国军收复襄陵。

戊、葡萄牙殖民部长谈话，决以武力保有澳门。

己、上海各学校以被捕学生未完全释放，总罢课一日（明日复课）。

庚、天津停止新闻检查。

６﹐１１（四，二三）

甲、外交部为新疆北塔山事件，分别向苏俄外蒙抗议。

乙、苏俄大使馆参赞费德林访外交部。

丙、旅大视察团赴金州视察，被地方武力拒绝。

丁、新闻局长董显光谈东北共军已改变游击战为阵地战，整补迅速，并携有精良之新武器，

殊堪注意。

戊、豫北共军太行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部七个纵队围攻安阳，国军第四十师李振清坚守。

己、四平街大战开始，共军攻占盖平。

庚、山东共军连日向沂蒙山区集中。

辛、山西国军收复乡宁。

壬、伪【东蒙古自治军】千余进犯察北伯力亚特旗。

癸、美国向苏俄抗议匈牙利政变，要求共同调查。

６﹐１２（四，二四）

甲、王世杰、白崇禧出席立法院，说明北塔山事件（时盛传白将赴新疆，俄大使彼得罗夫亦

将返国）。

乙、共军攻占天津附近之陈官屯、唐官屯（河北共军又取攻势）。

丙、旅大视察团董彦平张剑非匆匆离旅顺。

丁、新疆省政府中之伊宁方面代表阿合买提江私离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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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汉奸王揖唐仍判死刑。

６﹐１３（四，二五）

甲、莫斯科电台否认苏俄飞机参加蒙新边境冲突。

乙、热河共军攻占叶柏寿。

丙、东北共军一度攻入本溪。

丁、平津铁路杨村桥被炸，车阻，津榆间亦一度不通。

戊、天津国军收复陈官屯。

己、马占山任松北绥靖总司令。

６﹐１４（四，二六）

甲、共军连日猛攻四平街，一度进入市内，战况惨烈，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韩增栋战殁。

乙、河北共军攻占沧县。

丙、平汉、平津、平古各路车均未自北平开出，平汉路松林店被占，长辛店有战事。

丁、联总运输船在烟台被飞机袭击（昨曾在羊角沟被袭）。

戊、张君劢晤蒋主席，商和平、学潮、选举等问题。

６﹐１５（四，二七）

甲、塘沽以南共军登陆。

乙、孙连仲自北平到天津，布置军事。

丙、河北国军收复唐官屯，共军攻占永清。

丁、苏俄拒绝美英共同调查匈牙利政变之建议。

６﹐１６（四，二八）

甲、东北共军攻入四平街。

乙、傅作义部抵天津增防。

丙、察北国军进至汗枪庙，破南犯之伪【东蒙自治军】，俘共军师长荣继珍。

丁、外蒙古声明新疆冲突系华军侵入蒙古疆界。

戊、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在上海开幕，蒋廷黻被推为主席（俄代表表示不协调）。

６﹐１７（四，二九）

甲、天津附近国军开始向南反攻。

乙、四平街内进行惨烈巷战，大队共军被歼灭。

丙、辽南共军攻占大石桥。

丁、新疆北塔山附近续有战事。

戊、广东福州大水为灾。

６﹐１８（四，三○）

甲、四平街继续进行惨烈巷战。

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时局，有主国军全部撤离东北者。

丙、美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政府官员对中共威胁时存戒心，遍布失败情绪。自由与粮

食为人民怨怼政府之重心。中共之成功，多由于国民党之无能与腐败。

丁、新闻局长董显光代表政府声明新疆北塔山系中国领土，驳斥外蒙古之声明。

戊、南浔铁路修复通车。

６﹐１９（五，一）

甲、蒋主席召见美大使司徒雷登，告以东北危殆情形，司徒力劝积极革新，取得民众支持及

国际同情。

乙、东北国军收复本溪。长春国军南进，收复范家屯。

丙、进攻营口之共军被击退。

丁、冀东共军进攻唐山及张贵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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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驻天津美军撤竣。

己、苏俄大使彼得罗夫离南京飞迪化。

庚、全国经济委员会决议停止公用事业贴补，财产税改为建国财捐，奖励黄河以南煤矿开采。

辛、广东广西水灾严重。

壬、选任吴铁城为立法院副院长。

癸、伪浙江省长、铁道部长傅逆式说在沪伏法。

６﹐２０（五，二）

甲、孙科对美记者谈话，谴责苏俄直接支持东北共军，谋建傀儡政府，及中共之野心。

乙、苏俄塔斯社声明否认美国及中国通讯社所刊苏俄指挥中共军队在满洲之攻势。

丙、东北行辕公告否认东北国军撤退之说。

丁、国务会议决议将张群所提经济方案交付审查，国营及公用事业补贴暂作局部变更，和平

方案再作研究。

戊、东北国军收复大石桥。

己、袭击冀东唐山之共军被击退。

庚、外蒙军再向北塔山进犯。

６﹐２１（五，三）

甲、四平街市区剧战，国军形势转好，夺回道西。长春国军迫公主岭。

乙、国防部否认国军自东北撤退。

丙、平津铁路又被炸毁（杨村北仓间）。

丁、苏俄答复外交部抗议，否认苏俄飞机参加北塔山战事。

６﹐２２（五，四）

甲、孙科对新民报记者谈话，再度谴责苏俄支持中共在东北之活动及外蒙古对新疆之侵扰，

显已违反中苏友好条约。国共谈判失败，由于美苏之不协调，目前已无和谈可言，美国此时

应表示坚决态度。

乙、四平街市区共军增援猛攻，国军复退守道东。

丙、热河共军攻占凌源。

丁、冀东共军进攻唐山，截断北宁路。

戊、甘肃宁县被炸。

己、昆明学生捣毁复兴晚报。

６﹐２３（五，五）

甲、热河共军攻占朝阳车站。

乙、苏俄大使彼得罗夫离迪化回国。

６﹐２４（五，六）

甲、北上应援四平街之国军收复昌图。

乙、津浦路北段国军收复唐官屯。

丙、陈诚在宪政促进会报告军事形势，谓内战已渐具国际性质。

丁、外蒙古覆文，谓北塔山在外蒙境界内（６﹐２２发）。

６﹐２５（五，七）

甲、外交部根据旅大视察团报告向苏俄提出照会。

乙、外交部发表公报，声明旅大交涉经过，苏俄应守条约，中国有权接收。

丙、国民党中央常会检讨当前局势。

丁、自长春南下之国军逼攻公主岭，四平街共军区域大火。

戊、鲁中国军再度向沂蒙山区进攻。

己、共军魏凤楼金绍山攻占安徽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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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任命温源宁为驻希腊大使。

辛、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

６﹐２６（五，八）

甲、联合国宪章签字二周年纪念，蒋主席广播，谓全世界幸福应重于本国利益。

乙、四平街共军再度猛攻。

丙、平汉路之平保段再被破坏。

丁、外蒙军再攻北塔山乌思满部（明日被击退）

。

戊、四川粮荒，各地发生抢米风潮。

６﹐２７（五，九）

甲、长春南下国军（新一军）收复公主岭，沈阳北上国军（新六军、第五十三军）收复昌图

北之泉头。

四平街守军反攻。

乙、河北共军攻占平汉路上之徐水，保定附近激战。

丙、美国以枪弹一亿三千万发售予中国，并允签发军用品出口证，五亿美元贷款满期，另考

虑贷款。

丁、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到南京谒蒋主席。

戊、外蒙向我抗议北塔山事件，诬我军越界射击。

己、英法俄三外长在巴黎会议，商欧洲经济合作计划。

庚、高鲁卒于福州，年七十一岁。

６﹐２８（五，一○）

甲、鲁中国军范汉杰兵团大举进攻沂蒙山区。

乙、皖北国军收复阜阳。

６﹐２９（五，一一）

甲、孙科在留美同学会演说，中国不应反美，亦不应反俄。

乙、河北国军收复固城。

丙、山东国军收复明水。

丁、豫北共军李静宜攻占封邱延津。

６﹐３０（五，一二）

甲、四平街解围，自昌图北上国军（廖耀湘、周福成部）与守军陈明仁会师，共军林彪部分

向东西两路退去（共军伤亡数万）。

乙、胶济路国军收复章邱。

丙、共军刘伯承部自董口南渡黄河，进犯鲁西（人民解放军开始反攻）。

丁、热河共军攻占北票，矿场工务处长俞再麟被害。

戊、国民党中央常会及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定加紧讨伐军事，积极进行普选。

己、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士兵在迪化任意捕人拷打。

７﹐１（五，一三）

甲、整编第八师李弥部自潍县进克临朐（共军补给地）。鲁南共军围攻费县。

乙、共军攻占北平西北之温泉（７﹐４国军收复）。

丙、共军占热河北票。

丁、自四平街北进之国军收复八面城。

戊、陈诚答复联合国救济总署，赞同黄河两岸停战。

己、苏俄命在华俄侨在本年内返国。

７﹐２（五，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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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范汉杰兵团攻克沂蒙山区之共军根据地南麻。

乙、鲁西共军刘伯承部猛攻菏泽、郓城。

丙、国府明令嘉奖四平街守军，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优恤死伤军民。

丁、英法苏三外长会议破裂，东西欧经济合作无望。

７﹐３（五，一五）

甲、共军攻占鲁西巨野。

乙、孙科与青年党、民社党领袖商选举事。

７﹐４（五，一六）

甲、国务会议通过蒋主席提出之拯救匪区人民，保卫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厉行全国总

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

乙、东北国军收复伊通。

丙、平汉路北段国军解容城围。

丁、日本议员尾崎行雄建议满洲、台湾、琉球应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其未来地位。

７﹐５（五，一七）

甲、山东国军收复胶县（第三次）。

乙、河北国军收复固城、徐水，平保交通恢复。

丙、太行山共军攻占豫北博爱、沁阳。

丁、外蒙军连日犯新疆北塔山，均被拒退。

在京伏法。 戊、汉奸丁默

７﹐６（五，一八）美大使司徒雷登以国务卿马歇尔函转蒋主席，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应

由中国人自为之，美国仅能于可能获致有利结果之条件下，作一援助（司徒并再劝澈底全面

改革）。

７﹐７（五，一九）

甲、中共发布宣言，准备自行组织联合政府。

乙、【七七】抗战十周年纪念，蒋主席广播，说明戡乱意义。

丙、孙科谈话，反对内战等于反对政府。

丁、鲁中国军收复中共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之东里店。

戊、鲁南共军攻占费县，国军冯治安部旅长翟紫封、副旅长张仁珍战殁。

己、河北国军向冀中推进，收复雄县。

庚、东北国军收复伊通东北之营城子。

辛、豫北共军攻占孟县。

７﹐８（五，二○）

甲、外交部电令驻俄大使傅秉常再向外蒙抗议。

乙、新疆鄯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团】

暴动，袭击警察所。

丙、鲁南共军攻占枣庄，鲁西共军攻占郓城。

丁、河北国军收复任邱。

戊、晋南国军收复定襄。

７﹐９（五，二一）

甲、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党团统一组织案，并以利瓦伊果为宣传部长。

乙、鲁中共军第三次攻占泰安。鲁南共军占峄县。

丙、山东国军收复高密，及沂水临沂间之河阳镇；鲁西收复曹县。

丁、热河国军收复北票，东北国军收复西丰。

戊、美国拒绝中国白银贷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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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新疆伊宁参议员全部乘俄机离迪化，参议会流产。

７﹐１０（五，二二）

甲、新疆托克逊所谓【革命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袭击库米什驻防国军（７﹐１９被国军平

定）。

乙、河北国军收复正定及新安。

丙、陈诚自南京抵北平（明日召开军事会议）。

丁、连日各地盛传发现【飞盘】。

７﹐１１（五，二三）

甲、美总统派魏德迈为特别代表，考察中国朝鲜之政治、经济、心理、军事情形。

乙、苏俄塔斯社发表公报，否认阻挠我接收旅大。

丙、行政院商讨实施总动员方案。

丁、国民大会代表定十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选举，立法委员定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选

举。

戊、鲁南国军收复沂水，鲁西收复曹县。

己、河北国军收复霸县。

庚、美国建议召开对日和约初步会议。

７﹐１２（五，二四）

甲、河北国军（傅作义部）收复高阳。

乙、参谋总长陈诚抵沈阳。

丙、美使馆参赞巴德华返抵华盛顿。

丁、欧洲经济复兴会议在巴黎开幕，苏俄及东欧各国未参加。

７﹐１３（五，二五）

甲、新疆吐鲁番县长阿不都热河满及副县长巴武东袭击胜金口驻防国军。

乙、冀中国军收复蠡县。

丙、鲁南共军猛攻滕县。

７﹐１４（五，二六）

甲、山东国军收复泰安、峄县、枣庄。

乙、白崇禧谈新疆情形复杂，东北军事危机未全解除。

丙、河南郑州一带降冰雹。

７﹐１５（五，二七）

甲、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动员实施纲要。

乙、陈诚到四平街、长春（明日返沈阳）。

丙、山东滕县剧战。

７﹐１６（五，二八）

甲、美特使魏德迈启程来华。

乙、山东共军陈毅攻占宁阳。

丙、新疆鄯善暴徒袭击七角台驻防国军（７﹐１９被肃清）。

丁、东北大水，营口成泽国。

７﹐１７（五，二九）

甲、鲁中共军反攻南麻。

乙、郑洞国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赴美就医。

７﹐１８（六，一）

甲、国府会议（一）通过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继续征借实物以充军粮。（二）取消

中共国大代表及国府委员保留名额及中共现任参政员应予除名。（三）特任俞飞鹏代谷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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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粮食部长。

乙、美大使司徒雷登向蒋主席说明东北华北人民对政府之不满情绪，及东北将领之贪污。

丙、山东国军收复大汶口及铜陵关。

丁、河北国军收复博野。

戊、鲁西金乡国军败共军刘伯承部于羊山集。

己、豫北共军占武陟。

庚、陈诚、熊式辉自沈阳抵北平（７﹐２０熊返沈阳）。

辛、新疆吐鲁番国军肃清袭击胜金口之暴徒。

７﹐１９（六，二）

甲、蒋主席偕顾祝同一度到开封视察，陇海路军事交王仲廉负责。

乙、河北国军收复安国。

丙、山东济宁滕县解围。

丁、大公报社论反对开放对日贸易。

戊、胡适张伯苓等组织之平津民治促进会成立。

７﹐２０（六，三）

甲、鲁南国军收复费县、泗水。鲁西羊山集大战再起。

乙、河北国军收复无极。

丙、陈诚、傅作义自北平抵京，熊式辉返沈阳。

丁、皖南匪再陷绩溪。

戊、伊盟西公旗女王奇俊峰及其子被暗杀。

７﹐２１（六，四）

甲、河北国军收复望都。

乙、鲁中共军猛攻南麻。

丙、豫东共军再占扶沟。

丁、李宗仁自北平抵南京。

戊、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经济改革方案。

７﹐２２（六，五）

甲、美特使魏德迈及其率领之考察团到南京。

乙、山东国军重克临朐。

丙、任命孙立人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

丁、日战犯矶谷廉介判处无期徒刑。

７﹐２３（六，六）

甲、魏德迈与蒋主席会谈，并在美使馆听取情报。

乙、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向魏德迈提供数据。

丙、津浦路徐济段重告打通。

丁、鲁南南麻共军被击溃，鲁西济宁汶上解围。

戊、河北国军收复唐县。

己、豫东共军魏凤楼攻占周家口（７﹐２６国军收复）。

庚、政务委员彭学沛抵迪化。

７﹐２４（六，七）

甲、山东共军猛攻临朐，国军李弥坚守。

乙、外交部要求荷兰保护荷属东印度华侨（７﹐２１荷与印度尼西亚战争再起）。

７﹐２５（六，八）

甲、魏德迈再晤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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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山东国军再克胶县。

丙、河北国军收复定县。

丁、围攻安阳之共军刘伯承部撤退。

戊、参政会请缓开对日贸易，并保留对日和会否决权。

７﹐２６（六，九）

甲、魏德迈自南京到上海，搜集资料。

乙、鲁西国军收复肥城、平阴、东阿。

丙、外交部照会美大使司徒雷登，主对日和会在上海举行。

丁、青年党国府委员常乃德病卒。

７﹐２７（六，一○）

甲、全国粮食会议在南京开幕，各省主席多参加。

乙、上海宪兵警察冲突，死伤十余人。

丙、美记者团到南京。

７﹐２８（六，一一）

甲、津浦路北段国军反攻，收复河北马厂青县。

乙、鲁西国军收复城武。

丙、魏德迈自上海回抵南京。

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外蒙古入会，我代表反对，并与俄代表激辩新疆事件。

戊、民主社会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７﹐２９（六，一二）魏德迈接见民主同盟之张东荪、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青年党曾

琦及国府委员莫德惠等。

７﹐３０（六，一三）

甲、山东临朐内外国军会师，共军败退。

乙、鲁西国军收复定陶。

丙、新疆喀什民众大游行，拥护麦斯武德主席，反对分裂。

丁、川西水灾区达三十余县。

７﹐３１（六，一四）

甲、全国粮食会议闭幕，决定征实征借办法，总额三千五百万担。

乙、各省政府主席与行政院各部长商省政改革。

丙、鲁西国军收复嘉祥。

丁、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徐淑希痛斥苏俄外蒙进犯新疆之谎言。

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宣布暂停华北供应，以待进行谈判公平分配物资。

己、民社党代表大会，伍宪子出席，谋调停党内纠纷，未成。

庚、空运大队飞机在哈密肃州间失事。

８﹐１（六，一五）

甲、国务会议（一）通过经济改革方案。（二）

对日贸易决定原则开放。

乙、魏德迈自南京抵北平。

丙、鲁西国军收复巨野及黄河口岸要塞董口镇、临濮镇。

８﹐２（六，一六）

甲、魏德迈在北平接见文化教育界人士。

乙、陇东国军收复吉水。

丙、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病逝，年六十一岁。

丁、南京美宪兵酗酒肇事，将两华人抛入中和桥下溺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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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六，一七）

甲、陇东国军再复环县。

乙、鲁西共军攻临濮集，被击退。

丙、荷兰政府宣布自明日起停止印度尼西亚战争（明日印度尼西亚政府亦宣布停战）。

８﹐４（六，一八）

甲、魏德迈抵天津。

乙、山东国军收复益都，陈毅部共军自济宁汶上间西趋。

丙、民主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丁、蒋主席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并入行辕，派陈诚来沈阳协助熊式辉办理。熊请辞职。

８﹐５（六，一九）

甲、魏德迈抵沈阳。

乙、鲁西国军收复东平，鲁东收复胶县。

丙、陕北共军彭德怀部进攻榆林。

丁、苏俄答复外交部对于北塔山事件之第二次抗议。

８﹐６（六，二○）

甲、山东共军刘伯承、陈毅部被困于鲁西鄄城、郓城。

乙、河北国军再复雄县。

丙、魏德迈到抚顺视察。

丁、陈诚自南京抵沈阳。

戊、国民党中央常会（一）通过党团统一实施办法。（二）开除李济琛党籍（以在香港擅发

宣言，鼓动民变）。

己、旧金山中国民主宪政党宣布与民主社会党脱离关系。

庚、民主社会党革新委员会宣布自张君劢领导之民主社会党分出。

８﹐７（六，二一）

甲、魏德迈自沈阳抵青岛。

乙、蒋主席自南京抵延安视察。

丙、鲁西国军收复鄄城，共军集中郓城梁山。

丁、河北国军收复霸县。

戊、陕北共军攻占神木西南之高家堡，进犯神木。

８﹐８（六，二二）

甲、蒋主席自延安返抵南京。

乙、魏德迈自青岛经济南返抵南京。

丙、鲁西国军收复巨野，鲁东收复寿光。

丁、美国务院宣布苏俄于今年三月通告禁止美船进入大连。

８﹐９（六，二三）

甲、冀中国军收复文安。

乙、陕北共军围攻榆林。

丙、特派马良骏为新疆监察使。

８﹐１０（六，二四）

甲、魏德迈与蒋主席长谈。

乙、鲁西国军收复郓城，共军刘伯承部南趋定陶曹县。

丙、孔祥熙自上海飞美。

丁、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负责赔偿华侨被毁损财产。

戊、首批俄侨千余人离上海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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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六，二五）

甲、魏德迈抵台北。

乙、美大使司徒雷登再向蒋主席申明彻底改革必须施行之意见。

丙、鲁西共军刘伯承部自砀山民权间越陇海铁路，入豫东宁陵睢县杞县。

丁、鲁东国军收复临淄。

戊、坚守四平街之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与陈诚言语冲突，去职。

己、豫北国军收复延津。

庚、民宪党旧金山总部声明否认与民社党之革新派联合。

８﹐１２（六，二六）

甲、陕北国军解榆林围。

乙、苏北共军再占盐城，军民遇害被俘者三千余人。

丙、共军刘伯承部攻商邱车站。

丁、宁夏国军再度收复盐池。

戊、豫北国军再度收复武陟。

己、中国瑞典使节相互升为大使。

８﹐１３（六，二七）

甲、张群发表声明，欢迎外商来华投资，并规定范围及待遇。

乙、魏德迈自台湾抵上海。

丙、宁夏国军再度收复陕北定边。

丁、北平国军收复十三陵。

戊、美照会苏俄，请参加对日和约预备会议。

８﹐１４（六，二八）

甲、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宣布明日起开放日本对外贸易，并将以信用借款贷予日本。

乙、琉球革命同志会会长喜友名在台湾谈话，琉球必须重归中国。

丙、宁夏国军再度收复陕北安边。

丁、美国再度要求苏俄开放大连。

戊、英国正式移交印度治权，印度及巴基斯坦两国宣告诞生。中国与巴基斯坦互换大使。

８﹐１５（六，二九）

甲、魏德迈自上海到广州。

乙、陈诚自沈阳抵长春（明日经吉林返渖）。

丙、山东国军收复高密。

丁、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在迪化发表演说，警告伊 方面，不许破坏新疆领土主权之完整。

戊、国务会议通过：（一）节约消费办法纲要，（二）调整文武职人员待遇（文武待遇一致），

（三）

国府委员伍宪子，政务委员李大明免职（均属与张君劢分离之民社党员）。

己、民主社会党革新派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伍宪子、梁秋水、张东荪、孙宝刚等主之

（８﹐１８闭幕）。

庚、中国银行与香港政府订立财政协议。

辛、香港机器工人罢工。

８﹐１６（七，一）

甲、魏德迈自广州返抵南京。

乙、外交部致文魏德迈，说明中国政府之措施与政策，澈底消灭共党武力，有效制止通货膨

胀。

丙、山东国军收复章邱、广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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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豫东国共两军在杞县、太康、睢县、柘城、鹿邑、淮阳接触。

戊、陕北国军再克绥德。

己、北平各大学教授向教育部长朱家骅呼吁（朱于８﹐１４抵平）。

８﹐１７（七，二）

甲、财政部公布外汇管理及进出口贸易新办法（８﹐１５国务会议通过），官价（美金每元

合法币一万二千元）仍旧，市价逐日挂牌，日用必需品外均由市价结汇，对外贸易采输入许

可制，设置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及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

乙、山东国军收复邹平。

丙、陕北国军收复吴堡。

丁、远东委员会主席艾哲逊以飞机失事堕海死。

８﹐１８（七，三）

甲、山东国军收复淄川、长山、周村，胶济线国军会师，另支攻入羊角沟。

乙、共军刘伯承部阻断许昌新郑间之平汉线，主力攻破项城、沈邱。

丙、陕北共军攻占府谷，国军收复米脂。

丁、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外籍职员要求联总中央委员会立即停运救济物资来华。

戊、安全理事会拒绝外蒙古加入联合国。

８﹐１９（七，四）

甲、魏德迈谒蒋主席，谈五小时，广泛交换意见。

乙、国民大会代表建议延期召开新国民大会。

丙、山东国军收复桓台、博兴。

丁、豫东共军刘伯承攻破淮阳、周家口。

戊、陕北国军收复葭县。

己、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到昆明。

庚、行政院通过对日和约审议会编制。

８﹐２０（七，五）

甲、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戡乱建国动员方案】。

乙、山东国军收复博山。

丙、河南国军收复淮阳、周家口，共军南趋汝南、新蔡。

丁、皖北共军自太和占阜阳。

戊、陕北国军师长锺松刘戡在榆林以南沙家店挫败，旅长刘子奇被俘。

己、魏德迈一度到上海。

庚、加拿大军事代表团自日本到南京。

辛、联合国救济总署接受蒋主席核定之救济物资运往共区办法（

八、九、十三月内以物资五万吨运往共区）。

８﹐２１（七，六）

甲、美金库券停止发售。

乙、山东国军收复昌邑。

丙、豫东共军刘伯承部攻破上蔡，另支越三河尖南趋。

丁、陈诚自沈阳抵北平（明日返京）。

戊、林语堂发明之中文打字机在纽约展览。

８﹐２２（七，七）

甲、魏德迈在国府委员会及各部会首长联席会议演说，抨击政府军事措施及将校之腐败无能，

并谓不能以兵力击败中共，只能从事立即改革政治经济，以取得人民支持（反应颇不佳）。

乙、行政院发表声明，大连港仍暂停开放，任何外国船只拟驶靠大连港口者，必须先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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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并不得经营中国沿海贸易。

丙、苏北国军第四师收复盐城。

丁、豫南共军刘伯承部攻破汝南（明日退出）。

戊、外交部令驻巴达维亚总领事蒋家栋调查印度尼西亚华侨受害情形。

８﹐２３（七，八）

甲、豫南黄河北岸共军分自新安、渑池、陕县大举南渡，占领会兴镇。

乙、魏德迈函覆请求出国留学之战时翻译官，痛加斥责。

丙、新疆北塔山有小接触。

８﹐２４（七，九）

甲、魏德迈离南京赴东京，临行发表书面谈话，谓中国人心热烈愿望和平，多数人士不寻求

办法以解决问题，而陷于沮丧的失败主义，中国之复兴应求诸中国内部，中国共产党如真正

爱国，应自动放弃武力破坏；中央政府应痛除无能与贪污之官吏，立即作彻底的与激烈的政

治经济改革，仅靠武力不能消灭共产主义（政府反应不佳）。

乙、河北共军再度进攻石家庄。

丙、共军刘伯承部攻破豫南固始。

丁、山东国军收复高苑。

８﹐２５（七，一○）

甲、蒋主席询问美大使司徒雷登之秘书傅泾波以魏德迈来华背景，是否美国有意迫其（蒋）

退休。

乙、豫西共军攻占新安磁涧，进迫洛阳陕州，豫南共军攻正阳，破息县。

丙、河北共军聂荣臻攻占正定。

丁、鲁东国军收复齐东；鲁西收复单县。

戊、行政院通令整饬县政，紧缩机构，充裕财源，减少县长兼职，慎选县级员吏。

８﹐２６（七，一一）

甲、王世杰在行政院会议席上报告，对魏德迈谈话已提出答复。

乙、魏德迈自东京抵汉城。

丙、海军舰队护送国军登陆山东日照石臼所。

丁、豫南国军败共军于正阳新蔡，共军占潢川、光山。

戊、不列颠共和联邦在澳洲堪培拉举行对日和约会议。

己、任命顾毓琇为国立政治大学校长（原为教育长制，代教育长蒋经国不克到校，校长蒋中

正辞）。

庚、新疆民政厅副厅长赖希木江乘苏机返伊犁（副主席阿合买提江上月已离迪化返伊）。

８﹐２７（七，一二）

甲、外交部次长叶公超谈话，大连暂不开放，如无中国许可，苏俄轮船亦不能合法进入该港。

乙、河北共军猛攻元氏获鹿。

丙、豫南共军攻占罗山。

８﹐２８（七，一三）

甲、中共广播，痛诋魏德迈。

乙、豫南共军攻占经扶、商城。

丙、鲁东国军收复日照。

丁、孙科在广州谈话，日本对中国威胁已消失，代之而起者为苏俄。

戊、塔斯社声明苏俄船只有进入大连港权利。

８﹐２９（七，一四）

甲、蒋主席在国务会议致词，中国应求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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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陈诚继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９﹐２接事）。

丙、共军刘伯承部约三万人由豫南经扶县入湖北宣化店，据大别山区。

丁、美国提议召开中英美俄四强会议，商讨朝鲜统一问题。

戊、苏俄批准对义、罗、匈、芬、保五国和约。

８﹐３０（七，一五）

甲、共军刘伯承部大部入湖北。豫南国军收复潢川。

乙、豫西共军攻占宜阳。

丙、行政院决议美金库券按市价发售，美金公债等按市价折还国币。

８﹐３１（七，一六）

甲、苏俄答复美国，对日和约应先由外长会议讨论，不允参加十一国之日本和约会议。

乙、蒋主席自南京抵牯岭。

丙、共军东入安徽，攻占立煌，另支攻占湖北麻城。

丁、豫南国军收复罗山固始。

戊、晋东国军收复寿阳。

己、派王世杰、顾维钧、蒋廷黻、刘锴、张彭春为出席联合国第二届大会代表。

庚、上海各大学校长电美国当局，倘有援助，须无损中国主权。

辛、联总驻华办事处长克利夫兰自东北华北视察后返上海，谓国共双方均以救济物资作内战

之用。

９﹐１（七，一七）

甲、行政院长张群评魏德迈声明，谓有甚多事情为魏氏所不知，改进政治办法正在研究中。

乙、新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自南京抵沈阳（９﹐５熊式辉离沈阳）。

丙、豫南国军收复光山。

丁、鄂东共军攻占宋埠，另支援武胜关东之九里关。

戊、豫西共军攻占渑池。

己、北京大学教授三十余人致书校长胡适，请切实仗义执言，力争改善生活（时胡在南京）。

庚、中国青年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９﹐８闭幕）。

９﹐２（七，一八）

甲、共军自河南固始进占安徽六安。

乙、晋南国军再复猗氏（９﹐９又为共军所占）

。

丙、苏俄拒绝美国开放大连之要求。

丁、盟军战胜日本纪念日，麦克阿瑟发表感言，称道占领政策成功，并主以宽大处理日本。

戊、南京美宪兵中和桥暴行案（８﹐２）主犯判无期徒刑。

９﹐３（七，一九）

甲、董显光谈话，政府决实事求是，逐步改革政治经济。

乙、湖北共军占黄安（９﹐６退），另支自宋埠占歧亭。

丙、安徽共军攻占霍山。

丁、豫东共军魏凤楼攻淮阳。

戊、胶东空军袭莱阳平度。

己、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远东区基本教育研究会在南京开幕。

庚、魏德迈离汉城抵东京，临行发表声明，谓韩人一致渴望统一。

辛、苏俄驻迪化领事萨罗列夫返任。

９﹐４（七，二○）

甲、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条例，国人外汇资产，限期据实申报，否则处五年以下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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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空军炸烟台、龙口、威海卫（明日再炸）。

丙、豫西共军攻占洛宁。

丁、晋南国军收复解县。

９﹐５（七，二一）

甲、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谈话，联合国大会商谈否决权问题，将尊重多数意见，对日和会，

不轻放弃某些国家之合作而单独媾和。

乙、行政院公布节约消费之各项办法。

丙、湖北国军收复黄安，豫南收复经扶。

丁、张治中致书新疆省副主席阿合买提江与民政厅副厅长赖希木江，指出伊犁方面错误，盼

澈底履行和平条款。

戊、青年团全体中央干事会议开幕，商党团统一组织，接受团长蒋中正之决策。

己、外交部向苏俄大使馆抗议【伊里奇】轮自大连到上海（该轮明日载俄侨离沪）。

９﹐６（七，二二）

甲、陈诚谈东北施政方针，政制求其正常，贪污必须根绝。

乙、豫西共军攻占嵩县。

丙、平汉路北段共军攻松林店、高碑店。

丁、鄂东国军收复歧亭宋埠。

戊、王世杰离上海赴美，出席联合国第二次大会。

己、苏俄照会美国，拒绝由中美英俄会商朝鲜问题。

９﹐７（七，二三）

甲、皖北共军刘伯承部自霍山占舒城，鄂东共军占罗田。

乙、鲁东国军收复平度。

丙、东北共军占彰武。

丁、胡适谈话，主先建设五个大学（北京、清华、中央、武汉、浙江）。

戊、南京大华戏院被军队捣毁，乌衣巷发生抢案。

９﹐８（七，二四）

甲、美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一般学生认为蒋介石声望已日趋式微，甚有目之为过去人

物者。

乙、蒋主席自牯岭返抵南京。

丙、皖北共军攻合肥三河，豫西共军攻卢氏。

丁、湖北国军收复麻城。

戊、空军再炸烟台、龙口、威海卫。

己、中国缅甸互换大使。

９﹐９（七，二五）

甲、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及党团联席会议开幕，蒋总裁剀切诫箴党员。

乙、安庆吃紧，各机关准备迁移。

丙、共军陈毅部复自山东寿张渡河入鲁西郓城。

丁、山东国军收复诸城。

戊、豫西共军陈赓韩钧孔从周围攻伊川，国军收复宜阳。

己、天津保定间共军大举进攻。

庚、外交部宣布中国与缅甸互派大使。

辛、冯玉祥在美国组织【华侨和平民主协会】。

９﹐１０（七，二六）

甲、国民党党团联席会议讨论党的建设。蒋总裁分析时局，谴责依赖外援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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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皖北共军攻占桐城、庐江。合肥省府公文职员迁芜湖，长江中段封江，船只移南岸，军

舰梭巡。

丙、豫南国军收复商城。

丁、豫东共军魏凤楼金绍山攻占淮阳。

戊、河北共军攻占雄县，进攻霸县、新镇。

己、山西共军攻占襄陵。

庚、空军大炸湖北罗田。

９﹐１１（七，二七）

甲、张治中在国民党党团联席会议报告，新疆危机已过。

乙、鄂东国军收复麻城，共军一支自礼山进至黄陂。

丙、鲁西共军与国军战于郓城（郓城旋失守）。

豫西共军攻占卢氏。

９﹐１２（七，二八）

甲、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党团合并案，青年团中央干事监察均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及监察委

员，增设青年部，定明年五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另通过当前组织纲领，党员团员应

重新登记为党员，党员财产依规定登记。

乙、东北行辕改组竣事，保安司令长官部撤销，郑洞国任行辕副主任，楚溪春任总参议（增

调两军，扩五军，合原有七军，共五十五万人）。

丙、皖北共军由舒城进逼合肥，另支占潜山。

丁、外交部长王世杰到纽约。

９﹐１３（七，二九）

甲、国民党四中全会及中央党团联席会议闭幕，发表宣言，致力民生建设。中央常务委员扩

增（加入团方人员）。

乙、宋子文发起募集国民党基金，捐献建设银公司股份。

丙、行政院订定奖励密告贪污办法（７﹐２０蒋主席手谕）。

丁、鲁东国军收复掖县。

戊、皖北共军进至无为。

己、豫西共军攻占伊阳。另支（孔从周）攻占阌乡，进至潼关东之阌底镇。

９﹐１４（七，三○）

甲、外交部发表８﹐１６致魏德迈之说明书。

乙、王世杰与美国务卿马歇尔恳谈二小时。

丙、辽西共军攻兴城绥中。

丁、豫西共军攻占灵宝。国军收复伊阳。

戊、鄂东国军收复罗田、浠水。共军占广济。

９﹐１５（八，一）

甲、王世杰在美对大公报记者谈话，四强应保留否决权，凡欲利用日本为对付任何假想敌人

的根据地的任何企图，中国均认为极其危险，必须予以慎重考虑。

乙、鲁东国军收复灵山。

丙、豫西共军进攻潼关。

丁、全国对外贸易会议在上海开幕。

９﹐１６（八，二）

甲、孙科副主席对美合众社发表谈话，中国俟获悉魏德迈报告书内容后，将研究其对美俄立

场。若中国被迫倾向苏俄，政府与中共必能获得一和平解决。中国不能长久彷徨，须有更有

效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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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开幕。

丙、派陈诚兼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树翰副之。

丁、皖北国军收复无为。

戊、鄂东国军收复英山，共军自广济占黄梅。

己、鲁西国军收复郓城。

庚、前军政部广州特派员莫兴硕中将及李节文少将因贪污枪决。

辛、苏俄轮【伊里奇】号又到上海，被禁进口。

９﹐１７（八，三）

甲、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答复记者，中国希望一切有关政府全体参加对日和会。

乙、美国务卿马歇尔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世界已面临危机，指摘苏俄妨碍联合国之行动。

丙、皖北国军收复六安，共军占宿松、潜山。

丁、鄂东国军收复黄梅、广济，共军走太湖。

戊、鲁西共军南进，攻占曹县（明日退走）。

９﹐１８（八，四）

甲、新疆阿山区专员乌思满收复承化，达里尔汗走塔城。

乙、潼关附近激战。共军攻占豫西陕州。

丙、共军再占豫南光山（９﹐２１退），及鄂东罗田（９﹐２０退）。

丁、鲁东国军（李玉堂部）收复莱阳。

戊、皖北国军收复舒城、宿松。

己、国民党统一组织后之第一次中央常会通过以陈雪屏为青年部长，梁寒操为理论研究会主

任委员。

庚、魏德迈返抵华盛顿。

辛、苏俄代表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演讲，驳斥马歇尔，指责美国采取军略措施。

９﹐１９（八，五）

甲、魏德迈将访华报告送杜鲁门，建议由五强监护东北，或由联合国托管，以五年为期，美

国予中国以军事及经济援助，派遣军事顾问，扩大其职权，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改革（未发表）。

乙、王世杰对美记者谈话，对日和约应由远东委员会讨论，中国将与苏俄一致拒绝召开十一

国对日和会，因其中不包括四强之否决权。

丙、张群自南京抵沈阳视察，云南省府主席卢汉同行，慰问驻东北之滇军（六十军，九十三

军）。

丁、行政院决议以宋子文代罗卓英为广东省府主席。

戊、行政院救济总署副署长李卓敏因贪污案停职。

己、陕西国军败共军于潼关东南。

庚、豫西国军收复嵩县、新安。豫南共军攻商城（９﹐２２退）。

９﹐２０（八，六）

甲、石家庄国军收复正定。

乙、皖北国军收复霍山。

丙、张群到抚顺视察。

９﹐２１（八，七）

甲、鲁东国军收复招远。

乙、皖北国军收复庐江。

丙、张群到鞍山视察。

丁、新疆省府副主席、国府委员鲍尔汉到南京。

９﹐２２（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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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主席夫人在国际妇女联谊会成立会讲演，无论中国获得世界援助与否，决奋斗到底。

乙、张群到长春视察。东北共军进攻辽西绥中，行辕副主任郑洞国到锦州指挥。

丙、海军连日炮击烟台、龙口。

丁、豫南共军再占固始。

戊、河北国军再克任邱。

己、英代表在联合国大会演说，指摘苏俄之不妥协态度。

９﹐２３（八，九）

甲、张群自沈阳到北平。

乙、鲁南国军收复莒县。

丙、前美副国务卿韦尔斯论美国外交，认魏德迈来华调查为极大错误。

丁、参政会驻会委员通过对日和约建议，及积极改善公教人员待遇案。

９﹐２４（八，一○）

甲、长春国军收复怀德。

乙、北平破获共军秘密电台及其间谍组织（陆续捕获保定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余心清，处长谢

士炎，副处长丁行，参议梁霭然，秘书周启祥，参谋朱建国、石淳，市政府地政局科长董剑

萍，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董肇筠，贝满女中教员田仲严，北京大学学生李恭贻、孟宪功及电台

主持人李政宣等）。

９﹐２５（八，一一）

甲、张群在北平对教育界谈话，外交力求自主，促进邦交，内政力求改进，发挥民权。

乙、监察院及立法院分别讨论提高公务人员待遇办法。

丙、鲁西国军败共军于曹县。鲁东收复龙口黄山馆。

丁、皖北国军收复桐城及立煌。

９﹐２６（八，一二）

甲、共军陈毅部自鲁西分路经砀山民权南越陇海铁路。

乙、鲁东国军收复龙口及栖霞。

丙、国务会议通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展期一月，于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举行。

９﹐２７（八，一三）

甲、鲁东国军收复黄县，鲁西收复城武曹县（９﹐２９共军三占曹县）。

乙、陕西国军收复白水。

丙、上海法商电车职工罢工（明日英商电车公司继之，谓本月生活指数计算不确）。

丁、苏俄代表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斥责美国干涉希腊。

９﹐２８（八，一四）

甲、张群自济南返南京，发表谈话，政府决心恢复东北，安定华北。

乙、共军陈毅部攻占夏邑，抵亳州，进萧县，迫近徐州。另支攻占河南杞县，迫近开封。

丙、胡适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９﹐２９（八，一五）

甲、王世杰抵华盛顿，晤美代理国务卿罗凡特。

乙、美大使司徒雷登访蒋主席。

丙、东北共军破毁绥中兴城间之铁路，平渖车阻。

丁、豫东共军攻占通许、睢县（１０﹐１退去）

。

戊、皖北国军收复潜山。

己、监察委员二十余人反对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

庚、全国地政会议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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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物价连日上涨约一倍。

９﹐３０（八，一六）

甲、王世杰顾维钧晤美总统杜鲁门。

乙、鲁东国军收复蓬莱、福山。

丙、共军陈毅部攻占徐州南之夹沟，津浦铁路车受阻。

丁、豫西共军入陕西龙驹寨境。

戊、宋子文到广州，就任省政府主席。

１０﹐１（八，一七）

甲、东北共军林彪发动第六次攻势，两路进向开原昌图及抚顺。

乙、共军刘伯承再占豫南经扶。

丙、共军陈毅自皖北宿县西趋，占涡阳，国军收复亳州。

丁、鲁东国军收复烟台。

戊、上海电力公司罢工（因工人被捕）。

１０﹐２（八，一八）

甲、皖北共军陈毅占蒙城。

乙、河南国军收复通许尉氏及洛宁。

丙、徐州开封间交通恢复。

１０﹐３（八，一九）

甲、东北共军林彪进攻昌图，占老开源，国军退出公主岭。

乙、共军刘伯承自湖北麻城再占黄安（１０﹐１０退）。

丙、豫东国军收复杞县，豫南收复光山。

丁、鲁东共军与国军剧战于高密昌邑潍县间。

戊、新闻局长董显光再度谈话，认民盟与中共有特殊关系。

己、陈诚废止东北经济紧急措施方案。

１０﹐４（八，二○）

甲、蒋主席到北平，傅作义等亦至。

乙、东北共军占海城。

丙、苏北共军占盐城阜宁。

丁、皖北国军收复涡阳蒙城。

戊、鲁东国军收复牟平。

１０﹐５（八，二一）

甲、莫斯科宣布苏、法、义、捷、匈、保、罗、波、南斯拉夫组成之新共产国际成立，声言

对抗美国帝国主义及马歇尔计划，总部设于南国之贝尔格莱德。

乙、海军陆战队收复威海卫及刘公岛。

丙、皖北国军收复蒙城、涡阳，共军越太和西趋。

丁、徐州南京间交通恢复。

戊、监察院发表三十四年八月至本年八月外汇使用情形调查报告。

己、上海电车工潮平息。

１０﹐６（八，二二）

甲、东北开原铁岭间激战。共军进攻营口（九日后和缓）。

乙、国军傅作义部空运抵锦州。

丙、豫南国军收复固始，豫东收复鄢陵。

丁、中国航空公司之中美航线开始。

１０﹐７（八，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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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立法院通过改善公教人员生活办法。

乙、行政院通过邮电加价两倍。

丙、傅作义自北平抵沈阳。

丁、东北共军占彰武。

戊、皖北国军收复太和，共军经临泉入河南沈邱。

己、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前陕西省府秘书长杜斌丞（杨虎城旧部）

等十二人在西安枪决。

１０﹐８（八，二四）

甲、蒋主席一度到沈阳，当日回北平，傅作义同返。

乙、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党员重新登记。

丙、共军扰湖北黄陂，另支占团风；汉口又戒严。

丁、豫东共军占睢县。

戊、烟台上空连日发现俄国飞机。

１０﹐９（八，二五）

甲、蒋主席自北平返南京。

乙、鄂东共军刘伯承部占浠水。

丙、共军陈毅部占河南沈邱及通许。

丁、英国议会访华团抵南京。

戊、美国前驻俄大使蒲立德在生活杂志发表【访华观感】，力主援华，以防苏俄势力侵入。

１０﹐１０（八，二六）

甲、蒋主席发表告国民书，整肃政治风气，争取学术思想独立，发扬自立自强志气，建立民

主基础。

乙、辽西共军占新立屯。

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并发表宣言。

１０﹐１１（八，二七）

甲、蒋主席接见美国军事视察团。

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抗议学生被捕，罢课三日。

丙、豫西共军进攻洛阳，豫东占朱仙镇，逼开封。

丁、山东高密、潍县、昌邑间激战结束，共军攻范家集未下，第二纵队司令员李建吉以下二

万余人战死。

戊、河北共军猛攻徐水。

己、津浦路宿县共军东趋，车又不通。

庚、旧金山华侨领袖邝炳舜病逝。

１０﹐１２（八，二八）

甲、皖北共军陈毅部占阜阳及灵璧，国军再复舒城。

乙、共军陈毅部自豫东内黄越陇海路北回鲁西。

丙、豫西共军攻占偃师（明日退）。

１０﹐１３（八，二九）

甲、皖北共军陈毅部攻睢宁。

乙、豫东国军收复朱仙镇。

１０﹐１４（九，一）

甲、行政院通过调整公教人员待遇过渡办法，薪津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乙、行政院通过处理自备外汇货物办法。

丙、傅作义再度到沈阳（１０﹐１６返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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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傅作义部收复热河赤峰，共军占朝阳。

戊、皖北国军收复灵璧，共军再占桐城。

己、洛阳解围。

庚、世界女青年会在杭州开会，蒋夫人发表演说。

１０﹐１５（九，二）

甲、共军攻长春，国军收复八面城及梨树。

乙、皖北国军收复颍上。

丙、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幕。

１０﹐１６（九，三）

甲、蒋主席到青岛，接见美海军上将柯克。

乙、东北共军围攻永吉（１１﹐２解围）。

丙、豫南国军收复新蔡。

丁、魏德迈致函联合援华会，主援助中国，由美兵监督。

１０﹐１７（九，四）

甲、国务会议报告中美换文，声明美军驻华系中国同意。

乙、东北共军占阜新煤矿。

丙、苏北共军占新安镇。

丁、皖北国军再度收复桐城及阜阳、太和。

１０﹐１８（九，五）

甲、张群在参政会报告内外情势，外交不偏不倚，对日和约须保持否决权，平定物价将有具

体对策。

乙、蒋主席到烟台视察。

丙、东北共军占农安。

丁、豫东共军占鄢陵（１０﹐２０退）。

戊、津浦路夹沟附近又被破毁。

己、皖北国军收复庐江。

庚、伊犁军再占承化寺，败乌思满部。

１０﹐１９（九，六）

甲、热河共军占阜新。

乙、傅作义部暂编第三军安春山自关内飞抵锦州，即向北进攻。

丙、豫东国军收复柘城，豫西收复新安。

丁、王世杰在纽约发表声明，主朝鲜早获独立。

１０﹐２０（九，七）

甲、东北共军攻占德惠。

乙、美国务院声明，魏德迈访华报告暂不发表。

１０﹐２１（九，八）

甲、蒋主席自青岛抵上海。

乙、沈阳附近战事结束，国军收复新立屯。

丙、保定南下国军与漕河北上国军会师，收复望都。

丁、辽热边境共军攻北票义县。

戊、皖北共军占望江。

己、美总统杜鲁门批准经济军事援助中国计划。

庚、民社党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与国民党获致协议。

１０﹐２２（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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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主席自上海返南京。

乙、美代理国务卿罗凡特谈，美考虑对华援助。

丙、鄂东共军占武穴（１０﹐２４退）。

丁、张治中到台北。

戊、女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判处死刑。

己、常州天宁寺收租僧人被共军杀害。

１０﹐２３（九，一○）

甲、外长王世杰自美抵东京。

乙、自石家庄北上之国军四团被俘。

丙、共军陈毅部经商邱砀山间复越陇海路北入鲁西。

丁、吉林共军攻小丰满。

戊、热河共军占朝阳。

己、新疆伊宁方面覆张治中，要求撤换省府主席麦斯武德，释放被捕暴动份子，禁止以政治

关系捕人，执行和平条款与施政纲领。

１０﹐２４（九，一一）

甲、张群到台北。

乙、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周以德抵北平视察，力主援华。

丙、东北国军损失十五团。

丁、国军进剿钦廉化县遂溪海康等地之共军。

戊、陕北共军再向榆林进攻。

己、热河共军猛攻北票（１０﹐２７解围）。

庚、豫东国军收复永城。

１０﹐２５（九，一二）

甲、代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到九江，布署江防。

乙、安徽国军收复霍山及望江。

丙、苏北共军攻占淮阴五里庄，自卫队死者五百余人。

丁、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山等四人（内陈建新黄世民二人系毕业生，自上海来）因

共党关系被捕。

戊、日首相片山哲与外长王世杰晤谈。

己、台湾举行光复二周年纪念。

１０﹐２６（九，一三）

甲、王世杰在东京谈话，对日和约，中国将坚持保留四强否决权，中日未来关系，须视日本

黩武主义是否扫除而定。

乙、琉球革命同志会在台北向张群递文，盼收回琉球。

丙、晋南共军围攻运城。

丁、辽阳国军收复大安平。

戊、豫东共军攻占周家口。

己、常州乡间迭有杀人缴枪事件。

庚、选任颜惠庆丁惟汾黄绍竑为国民政府委员，刘哲为监察院副院长。

１０﹐２７（九，一四）

甲、内政部宣布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应视为非法团体，并取缔其活动。

乙、中美救济协定在南京签字，美以粮食、医药、衣料、肥料、燃料等援助中国。

丙、王世杰自美返抵南京。

丁、蒋主席夫妇自南京到牯岭。



- 1508 -

戊、国民大会代表联谊会请政府延期办理选举，召开临时会议。

己、东北共军周保中猛攻永吉城。

庚、陕北共军彭德怀张宗逊再度猛攻榆林，国军运输机一架被击落。

辛、鄂东国军收复黄梅。共军再占英山及安徽宿松。

壬、豫东国军收复周家口，共军攻占陈留，逼开封。

癸、豫西国军收复灵宝。

子、鲁东国军收复栖霞。

丑、联合国政治委员会决定谴责一切战争宣传。

１０﹐２８（九，一五）

甲、王世杰到牯岭向蒋主席报告赴美经过（明日返京）。

乙、张群自台湾返南京。

丙、顾维钧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主朝鲜尽速独立。

丁、无锡保安队士兵七人受共党利用哗变。

戊、派贺国光为川康滇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己、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罗隆基南京住宅被搜查。

庚、美国政府方面不满中国政府对于民主同盟之措施。

１０﹐２９（九，一六）

甲、张君劢、李璜致书张群，盼对民主同盟适可而止，不必株连。

乙、黄炎培到京，与张群商民主同盟事。

丙、国军空运增防长春，辽北国军收复昌图。

丁、被捕之浙江大学学生于子山自杀。

戊、豫东国军收复陈留。

己、粤北共军袭击南雄。

庚、江苏常熟共军数十人袭击保安队。

辛、美众议员周以德抵南京。

１０﹐３０（九，一七）

甲、张治中晤张学良于台湾新竹，谈六小时。

乙、浙江大学学生因于子山案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杭州戒严。

丙、美议员周以德晤张群、王世杰。

１０﹐３１（九，一八）

甲、国务会议否决国大代表联谊会召开临时国大之建议。

乙、共军连日猛攻陕西榆林及吉林永吉城垣。

丙、共军陈毅部再占皖北蒙城，国军收复皖西潜山。

丁、山东共军攻益都。

１１﹐１（九，一九）

甲、安春山军（傅作义部）会同东北国军（新一军）自四平街进，复公主岭（明日抵长春）。

乙、王世杰招待记者谈话，盼早日完成对日和约。

丙、梁漱溟在重庆发表书面谈话，主民主同盟宣告解散，个人就此减脱关系。

丁、东北政治委员会及经济委员会合并为政务委员会。

１１﹐２（九，二○）

甲、蒋主席自牯岭返南京。

乙、东北共军占辽西黑山。

丙、皖北国军收复蒙城涡阳。

１１﹐３（九，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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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豫西共军陈赓南趋，占临汝郏县，国军第十五师师长武廷麟，副师长姚北辰等被俘。皖

北共军自蒙城再占太和。

乙、山东国军收复牟平。

丙、美议员周以德谒蒋主席（１１﹐５离华返国）。

丁、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偕美军顾问抵台北（即赴高雄）。

１１﹐４（九，二二）

甲、河北共军聂荣臻进攻正定石家庄。

乙、共军（陈赓）连占河南宝丰、鲁山、叶县。

国军收复渑池。

１１﹐５（九，二三）

甲、民主同盟首脑张澜、黄炎培、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叶笃义会议，决定解散民主同

盟，停止政治活动。

乙、东北国军收复彰武。

丙、豫境共军攻占方城、南召。

丁、北平各大学罢课，抗议浙大学生于子山事件。

戊、全国司法行政检讨会议开幕。

１１﹐６（九，二四）

甲、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正式宣布民主同盟解散。

乙、东北共军自永吉后退。

丙、河北共军猛攻石家庄。

丁、傅作义到宁夏，与马鸿逵商解榆林之围。

戊、豫西国军收复郏县、宝丰。

己、北平各大学学生追悼于子山，并举行示威。

庚、英国议会访华团离粤返国。

１１﹐７（九，二五）

甲、王世杰在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美国对华已增加了解。

乙、皖北共军再占霍邱。

丙、豫西国军收复卢氏及叶县。

丁、北京大学学生游行讲演。

戊、苏俄代表要求允外蒙参加联合国，并谓中国军队进攻外蒙领土（明日顾维钧驳斥之）。

１１﹐８（九，二六）

甲、蒋主席与各院长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谓国民党应多让步。

乙、津浦路宿县附近又被共军破坏。

丙、豫西国军收复鲁山，豫北收复汤阴。

丁、上海破获共党套购黄金之组织。

戊、美英法俄四外长代表会议，苏俄反对中国为对德和会召集国。

１１﹐９（九，二七）

甲、共军陈毅部进逼徐州（距城三十里）。

乙、东北国军收复法库。

丙、暹罗政变，銮披文派推翻现政府。

丁、冯玉祥在纽约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反对援华）。

１１﹐１０（九，二八）

甲、国民党、青年党国民大会代表候选人公布（国民党为一千七百五十八人，青年党为二百

八十八人，民社党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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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河北共军占正定（空军大队连日出动，炸石家庄外围共军）。

丙、苏北共军占砀山。

丁、东北国军收复康平。

戊、美国务卿马歇尔向两院外交委员会宣称，准备提出援华建议。

己、中美教育基金协议在京签字。

１１﹐１１（九，二九）

甲、共军攻占石家庄，国军二万余人被歼。

乙、马歇尔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答称自明年四月起以三亿美金贷华，每月二千万元。

丙、豫南国军收复方城，共军折向西北趋。

丁、东北国军收复辽南大石桥。

戊、第一届工业节。

１１﹐１２（九，三○）

甲、马歇尔对记者谈话，盼国民政府扩大基础，更近民主，美国始能更有所为。并在众院外

交会答称已派军官千名来华（议员周以德再三质询援华问题）。

乙、苏皖赣豫鄂湘六省主席在京举行清剿检讨会议（１１﹐１４闭会）。

丙、晋南国军收复平陆茅津渡，运城战事紧张。

１１﹐１３（一○，一）

甲、宁夏绥远援军解陕北榆林围。

乙、国军收复砀山。徐州外围战事紧张。

丙、广西贵县武宣横县匪乱严重，约数千人（首领为廖联原、韦敬礼）。

１１﹐１４（一○，二）

甲、王世杰在国务会议报告，美对华政策日趋明朗。

乙、美大使司徒雷登与蒋主席长谈。

丙、共军陈毅占江苏萧县及豫东夏邑。徐州九里山激战。

丁、广东北江东江不靖，船舶停航。

戊、民社党国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发表（共二百四十三人）。

己、美西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到广州。

１１﹐１５（一○，三）

甲、孙科对美记者表示，美以三亿元援华，不及援助欧洲之百分之五，实不济于事。

乙、进援榆林之国军马鸿逵部败共军于榆林西北之良九滩、圆大滩，空军积极助战。

丙、山东寿光连日激战。

丁、宋子文继张发奎为广州行辕主任。

戊、台湾罗东水灾。

１１﹐１６（一○，四）

甲、进攻徐州之共军陈毅部被击退，形势稳定。

乙、豫东国军收复民权。

丙、胶东共军进攻高密。

丁、晋东运城解围。

戊、台湾新军训练开始，孙立人主之（美军官亦参加）。

１１﹐１７（一○，五）

甲、外交部照会美英俄三国建议召开对日和约预备会议，但须保持中美英俄之否决权。

乙、张群致书美国务卿马歇尔，军事经济情势愈加严重，请求紧急救济与长期援助（马歇尔

允尽可能协助）。

丙、鄂东国军收复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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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徐州国军收复萧县。

戊、鲁南共军占邳县（１１﹐１９退）。

己、豫境共军陈赓占镇平（１１﹐１９退）。

庚、共军孔从周自陕西山阳攻湖北郧西。

１１﹐１８（一○，六）

甲、东北战况弛缓，沈阳解严（共军第六次攻势结束）。

乙、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与傅作义孙连仲等会商华北战局。

丙、榆林守军与宁夏援军会师。

丁、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三届年会在台北举行。

１１﹐１９（一○，七）

甲、开赴东北之傅作义部回师北平，增援保定。

乙、徐州国军收复峄县，共军占沛县（１１﹐２０退）。

丙、山东国军再复威海卫。

丁、豫西共军猛攻内乡，团队御之（１１﹐２１解围）。

戊、前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卒于上海，年七十五。

己、北平中海延庆楼被焚。

１１﹐２０（一○，八）

甲、邓宝珊及师长马敦静率绥远宁夏援军到榆林。

乙、鲁西共军占鱼台，攻金乡。

丙、商邱砀山间国军会师。

丁、皖中国军收复潜山。

戊、河南共军占泌阳（１１﹐２３退）。

己、杭州被捕之学生陈建新等三人判徒刑七年。

庚、内政部人口局宣布全国人口为四亿六千一百万。

１１﹐２１（一○，九）

甲、外交部致美大使馆备忘录，请求美国作临时紧急援助，自明年一月起，每月贷款二千五

百万美元（１１﹐２４复向美国务院投节略，国务院答复愿及早商讨）。

乙、豫西南共军占唐河（１１﹐２３退），豫东占尉氏。

丙、皖北共军再占涡阳（１１﹐２４退）。

丁、鲁东高密海阳继续激战。

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今日起投票。

己、外交部照会苏俄，重申中国对旅顺大连立场。

１１﹐２２（一○，一○）

甲、毛泽东在河北安国召开冀中军政检讨会议（自阜平来）。

乙、鲁东共军占胶县。

丙、皖北共军再占蒙城。另支占泗县。

丁、上海北平物价连日上涨。

１１﹐２３（一○，一一）

甲、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今日竣事。

乙、鲁南金乡解围，国军收复鱼台。

丙、豫东国军克尉氏。

１１﹐２４（一○，一二）

甲、美大使司徒报告国务院，中共人员有狂热之信仰，政府人员颓丧悲观，自私自利。美援

之根本意图在协助政府区域人民获得自由与经济福利，产生新的希望，方能抵制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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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国防部长白崇禧到蚌埠布置军事。

丙、两广绥靖会议在广州举行。

丁、鄂东国军收复浠水。

戊、豫南国军收复方城，豫东收复通许。

己、陕北国军再复延长。

庚、内政部方域司长傅角今发表中缅边界沿革谈话（参看１１﹐２９）。

辛、民社党、青年党立法委员名额分配决定各七十五名。

壬、纽约州长杜威演说强调援华重要。

１１﹐２５（一○，一三）

甲、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暂行通过五亿四千九百万元之临时援助法案，内有对华援助六千万

元。

乙、陕北共军占宁条梁。

丙、皖北团队收复蒙城。

１１﹐２６（一○，一四）

甲、蒋主席到北平，蒋经国同行，决以傅作义负华北军事总责。

乙、皖北国军收复亳州。

丙、派王云五为善后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１１﹐２７（一○，一五）

甲、蒋主席接见北方高级将领，并招待各大学校长教授。

乙、白崇禧到九江，设国防部指挥部，主持华中军事。

丙、陕北共军占定边。

丁、豫西共军占伊川。

戊、皖北团队收复太和。

己、传远东共产国际在哈尔滨举行，今日闭幕，中共、韩共、蒙共、印共、菲共、缅共、越

共均参加。

庚、中华农学会及农业各团体年会在京举行。

１１﹐２８（一○，一六）

甲、蒋主席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宣布统一华北剿匪军事机构。

乙、美国务卿马歇尔训令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向蒋建议改组陆军勤务机构，但不负中国战略

计划与作战行动之责。

丙、苏俄答复中国通牒，并通知美英政府，建议明年一月在华举行四强特别会议，讨论对日

和约筹备事项。

丁、鲁东共军攻占高密。

戊、皖北国军收复泗县。

己、国务会议决议立法监察委员选举展期一月。

庚、湘桂铁路衡州柳州段恢复通车。

１１﹐２９（一○，一七）

甲、蒋主席布告对收复地区之措施方针。

乙、蒋主席自北平返抵南京。

丙、美国前驻外大使十二人贝林（前驻波兰大使）等电请国会及马歇尔畀予中国政府以军事

装备及经济财政援助。

丁、辽宁国军收复海城。

戊、浙赣铁路金华弋阳段恢复通车。

己、仰光缅甸各报为中缅边界问题发表强硬激烈之社论，抨击１１﹐２４傅角今之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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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汉奸温宗尧病卒，年八十一。

１１﹐３０（一○，一八）

甲、辽宁国军收复大石桥、析木城。

乙、陕北国军收复太湖，鄂东收复麻城。

丙、豫西国军收复卢氏。

丁、前伪冀东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在京正法。

１２﹐１（一○，一九）

甲、设置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任总司令，指挥晋、冀、察、热、绥五省军队，裁撤保

定张垣两绥靖公署，调孙连仲、傅作义兼北平行辕副主任。

乙、上海、沈阳、徐州、天津、广州分设军法执行部。

丙、共军攻绥远清水河域。

丁、皖北国军收复立煌。

戊、外交部声明中缅界务尖高山以北一段尚待合理解决。

己、台湾参议会请求收回琉球。

１２﹐２（一○，二○）

甲、行政院决议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分设金融管理局。并决定花纱布管制方针。

乙、鲁西国军收复单县。

丙、豫南国军收复光山。

丁、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与省参议会冲突，请辞。

戊、黄维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

１２﹐３（一○，二一）

甲、国军开始向大别山区之共军刘伯承部进攻。

乙、豫西国军收复渑池。

丙、河北共军攻占元氏。

丁、新闻局长董显光答记者问，截至三十六年六月止，过去两年半内，法院审结贪污案件共

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四起，涉案之公务员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四人。

戊、国民政府公布遴选之各省市参议员名单（共四百五十一人，均青年党及民社党所提出）。

１２﹐４（一○，二二）

甲、白崇禧自九江抵汉口，指挥大别山区战事。

乙、皖西国军收复英山岳西。

丙、豫西民团收复伊川。

丁、鲁东共军攻莱阳。

戊、九龙城居民反对香港政府之强迫迁移令。

１２﹐５（一○，二三）

甲、白崇禧自汉口到信阳布置军事，共军一支自柳林西越平汉路。

乙、陕北国军再复安边。

丙、河北省府委员全体请辞。

丁、外交部答复苏俄１１﹐２７照会，对日和会组织及表决程序，应照远东委员会成例。

戊、军用专机一架在重庆失事，死伤四十余人。

１２﹐６（一○，二四）

甲、傅作义在张家口就华北剿匪总司令职。

乙、鄂东国军收复罗田。

丙、豫西共军猛攻内乡西峡口。

丁、中荷空运协定在南京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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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一○，二五）白崇禧在汉口谈清剿计划，加强地方自卫武力，军事与政治经济严

密配合。

１２﹐８（一○，二六）

甲、中美海军船舰转让协定正式签字，约共一百四十艘。

乙、豫西国军收复洛宁。

丙、苏北国军收复盐城。

１２﹐９（一○，二七）

甲、国军连日与共军刘伯承陈赓部激战于信阳西南地区。

乙、河南内乡团队与共军陈赓部剧战于西峡口。

丙、陕北国军收复宁条梁。

丁、发行二万、四万、十万元大钞。

戊、沈阳工务局长李荣伦因贪污枪决。

己、以秦德纯代理国防部长。

１２﹐１０（一○，二八）

甲、傅作义自张家口到北平。

乙、张治中函覆伊宁之阿合买提江、赖希木江，劝根据和平条款，澈底检讨，停止备战行为

及鼓吹东土耳其斯坦之宣传运动。

丙、上海经济警察严密监视市场，防止大钞波动物价。

丁、英王批准缅甸独立法案。

１２﹐１１（一○，二九）

甲、豫东共军攻占尉氏、洧川、通许，进及朱仙镇。

乙、邮资加价三倍（平信二千元），电报二倍（每字三千元）。

丙、江海关发生大舞弊案，税务司长撤职。

丁、新疆省府秘书长刘孟纯携张治中致伊宁阿合买提江覆函，自南京返迪化。

戊、美众议院通过援外法案。

１２﹐１２（一一，一）

甲、国务会议通过结束训政过渡办法。

乙、东北共军林彪发动第七次攻势，主力趋辽西。

丙、白崇禧之指挥部自九江移汉口。

丁、豫南共军再占叶县，豫东国军收复柘城。

戊、津浦路济南浦口通车恢复。

己、洛惠渠在陕西大荔举行放水典礼。

１２﹐１３（一一，二）

甲、河南共军自叶县占襄城，攻许昌陈留，断开封中牟间之陇海路。国军收复太康。

乙、立法院以邮电加价未经立法程序，严厉质问。

丙、英国分别答复中俄，反对四强于对日和会保留否决权，及由四国外长草拟和约，仍主和

会在美举行。

丁、美参众两院联席委员会通过援外法案。

１２﹐１４（一一，三）

甲、东北共军占昌图，攻法库，另支攻辽西大凌河。

乙、河南共军东路进攻兰封，西逼开封，西路占新郑，攻郑州、许昌，南路占遂平。国军收

复淮阳泌阳。

丙、湖北共军西越平汉路，国军收复黄安。

丁、皖西共军再占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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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新疆歌舞团在上海连日受热烈欢迎。

１２﹐１５（一一，四）

甲、政府商讨对日和会提出之要求及建议（明日中央日报泄漏）。

乙、共军围攻开封，漯河附近亦在激战中。

丙、山东莱阳解围。

丁、国民政府委员、国史馆馆长张继卒，年六十六（１８８２﹐７﹐１８生）。

戊、伦敦美俄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宣告无定期延会。

１２﹐１６（一一，五）

甲、东北共军占析木城，辽南战局紧张。

乙、河南共军占兰封。

丙、楚溪春继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调任首都卫戍总司令。

丁、香港华侨日报刊载中共与苏俄于上月订立军事同盟条款。

１２﹐１７（一一，六）

甲、东北共军林彪部进至沈阳外围三十公里地带，辽西新立屯激战。

乙、开封解围，共军陈毅部南退，国军收复杞县、中牟。

丙、豫中共军占许昌、舞阳，国军收复新郑。

丁、魏德迈在参议院陈述意见，力主紧急援华。

戊、吴廷燮卒于南京，年八十三。

１２﹐１８（一一，七）

甲、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总处理事会议检讨本年工作，蒋主席说明经济戡乱重于军

事。

乙、沈阳戒严。

丙、皖西共军再占宿松（１２﹐２０退）。

丁、豫中国军收复长葛、临颖。

１２﹐１９（一一，八）

甲、楚溪春到沈阳协助防务，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到南京（时陈诚旧病复发）。

乙、傅作义自北平到承德视察，即返张垣。

丙、白崇禧自汉口到长沙视察。

丁、豫中共军自舞阳进占漯河，豫东国军收复朱仙镇。

戊、参政会请政府坚持保留对日和会之否决权。

己、美国会通过五亿四千万对外援助案，内中国拨款为一千八百万元。

庚、天津港口封冻，航运停顿，轮船多艘为冰所困。

１２﹐２０（一一，九）

甲、张治中告美大使司徒雷登，拟对中共恢复和谈，曾请俄大使馆协助，蒋主席并不反对。

乙、张群对美记者谈话，中国外交独立自主，对日和约所持政策迄无更改。

丙、撤销冯玉祥赴美考察水利专使名义，令即回国（以其在美作反政府言论与行动）。

１２﹐２１（一一，一○）

甲、蒋主席广播，实施宪法，坚定信心，克服一切艰难。

乙、豫东国军收复兰封、尉氏，豫中收复襄城。

丙、冀南共军攻占长垣。

丁、美联合社副社长房恩在上海谈话，中国局势危急，国军已改取守势。

１２﹐２２（一一，一一）

甲、外交部致美大使司徒雷登节略，提出以四年为期之十五亿美元援华计划，聘用美人协助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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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楚溪春到张垣晤傅作义，当日又返沈阳。

丙、辽西锦州附近激战。沈阳粮车被抢。

丁、共军刘伯承部前队自信阳占新野。

戊、豫东国军收复商水。

己、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宁夏主席马鸿逵到南京，谒蒋主席商西北军事。

１２﹐２３（一一，一二）

甲、蒋主席召见张治中，商中共及西北问题（苏俄愿调停）。

乙、行政院通过加强管制金融办法。

丙、东北粮价猛涨（高粱米每斤三千八百元）。

丁、东北共军攻彰武、新民。

戊、豫南共军占汝南，行政专员谢肖良死之，河南师管区副司令温其亮被俘。

己、豫东国军收复宁陵、扶沟。

庚、鄂北共军攻皂市。

辛、陈继承、上官云相、邓宝珊、刘多荃、宋肯堂任华北剿匪副司令。

壬、宋子文到香港。

癸、上海学生纷起为难民募集寒衣。

１２﹐２４（一一，一三）

甲、辽西大战，共军占白旗堡。

乙、国军自平空运沈阳。

丙、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自南京抵北平。

丁、共军袭击天镇阳高间之平绥铁路。

戊、豫南国军收复驻马店确山。

己、晋南共军贺龙攻运城。

庚、希腊共产党临时政府成立。

１２﹐２５（一一，一四）

甲、中华民国宪法今日开始施行。各机关放假一日志庆。

乙、毛泽东在陕北米脂杨家沟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丙、辽宁彰武法库新立屯一带战斗激烈。

丁、鄂东共军再占广济，鄂西占皂市，沙市紧张。

戊、豫东国军收复洧川、民权（豫南国军在西平失利）。

己、中央大学一部分学生为不满学校对自治会处置，罢课。

庚、郭泰祺任驻巴西大使。

１２﹐２６（一一，一五）

甲、长春国军越公主岭南下，援沈阳。

乙、湖北共军刘伯承部攻占锺祥、京山。

丙、东条英机在东京国际法庭提出书面口供，谓太平洋战争为自卫战争。

１２﹐２７（一一，一六）

甲、沈阳外围激战，共军进入西南之于洪屯。

乙、鄂东共军再占黄梅，鄂北共军攻襄阳。

丙、国军第二十师在豫南确山被共军陈赓陈毅部围困（１２﹐３１解围）。

丁、豫中国军收复许昌。

戊、共军袭击昌平清河附近之平绥铁路，傅作义自张垣赴北平之专车出轨。

己、汉口襄河上船只起火，死伤极重。

庚、越南法军扰云南江城（２﹐４我抗议）。



- 1517 -

１２﹐２８（一一，一七）

甲、蒋主席自南京抵汉口。

乙、平汉、平津、平绥、平古四路均为共军破坏，北平各路不通（平绥路昌平及平汉路徐水

附近激战）

。

丙、湖北共军占潜江、沔阳，汉口宜昌间停航。

国军收复锺祥。

丁、晋南共军贺龙占山西运城。

戊、东北共军占彰武。

己、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自北平返沈阳。

庚、举行第一届电信节。

１２﹐２９（一一，一八）

甲、蒋主席自汉口回南京。

乙、鄂东国军再度收复广济及皖西宿松。

丙、沈阳新民间联络打通。

丁、平津、平古铁路交通恢复。

戊、豫西国军渡河入晋，收复风陵渡。

己、内政部滇缅边界勘测队自南京抵昆明。

１２﹐３０（一一，一九）

甲、共军迫沈阳近郊，市内可闻枪声。

乙、进攻察东永宁堡之共军被击退。平绥铁路交通恢复。

丙、苏俄照覆中国，再申明其由中俄英美四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之主张，远东委员会其

它会员国可参加各委员会及小组委员会之工作。

丁、成都学生为市参议员被捕，游行请愿，包围省政府，捣毁中央社及中兴日报、成都快报。

戊、徐永昌正式任陆军大学校长。

１２﹐３１（一一，二○）

甲、沈阳外围之共军被击退。辽西新立屯仍在激战中。

乙、湖北国军收复潜江，汉宜江航恢复。

丙、鄂北共军占郧阳。

丁、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结束。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４８──中华民国三十七年戊子

１﹐１（一一，二一）

甲、蒋主席发表告国民书，谓一年内可消灭共军有形力量，一年或二年内可予肃清，并谓国

军已由防守、进剿阶段到追剿阶段。

乙、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发表告东北军民书，谓危险时期已成过去。

丙、河北共军聂荣臻进攻保定。

丁、李济琛领导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

１﹐２（一一，二二）

甲、外交部接苏俄１２﹐３０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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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共军一度攻入长春。

丙、自豫西渡河国军收复晋南运城。

丁、鄂中国军收复沔阳。

１﹐３（一一，二三）

甲、李济琛等在香港成立国民党民主团体，自任主席，柳亚子为秘书长，发表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决议，联合民主份子及团体组织联合政府。

乙、鄂西共军占郝穴（１﹐５退）。

丙、中国向美国购运输机一百五十架。

丁、加拿大军火一批启运来华。

１﹐４（一一，二四）

甲、政府决派交通部长俞大维及前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赴美商援华事。

乙、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鲁克斯离南京返国。

丙、保定国军出击，收复漕河车站，易县满城附近激战。

丁、京沪等地连日粮价猛涨。

戊、浙江大学发生军警殴打学生事件。

己、缅甸正式独立，我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参加典礼。

１﹐５（一一，二五）

甲、东北共军进攻新民。

乙、英国外交部发言人拒绝苏联对日和会之建议，反对四强保有否决权，坚持由远东委员会

各国起草对日和约。

丙、香港武装警察强拆九龙城民房，拘捕居民代表。

丁、沈钧儒、章伯钧等在香港举行民主同盟扩大会议。

戊、去年８﹐１５之中港金融协议局部实施。

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章程废止。

１﹐６（一一，二六）

甲、河南共军陈毅部再占许昌，刘伯承部扰汝南。

乙、冀东国军收复玉田。

丙、外交部对英抗议强迫拆迁九龙城民房。

丁、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助理国务卿索尔甫谈中国经济问题。

戊、华北工商界请政府速恢复国家银行贷款及押汇。

１﹐７（一一，二七）

甲、美总统杜鲁门致国会咨文，保证不久援助中国，并将提出关于中国之特别计划。

乙、沈阳西北三十五公里之兴隆店剧战。

丙、东北共军占辽阳。

丁、河北共军进攻北平西南之门头沟及保定西北近郊。

戊、苏北共军扰南京对岸之六合。

己、山东共军猛攻东平。

庚、国民党开除冯玉祥党籍。

１﹐８（一一，二八）

甲、外交部为九龙事件再向英大使严重交涉，谓该城管辖权属于中国，否认英方之违约措施。

乙、共军进攻天津近郊，占领小站，塘沽附近激战，海河停航。

丙、豫西南共军陈赓部猛攻邓县，团队力战御之。

丁、李宗仁表示将参加副总统竞选。

１﹐９（一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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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民政府定北平为陪都（１﹐２３明令公布）。

乙、财政当局会商改革币制。

丙、国务会议通过本年上半年预算，支出为九十六万亿，收入为五十八万亿。

丁、公教人员待遇按生活指数发薪，基数为三十元，余按十分之一计算。

戊、沈阳外围国军获胜，毙伤共军约四万。

己、北平保定间，国军会师于徐河桥。

庚、鲁西共军经曹县越陇海路柳河南趋。

１﹐１０（一一，三○）

甲、蒋主席、傅作义分自南京、北平到沈阳。

乙、天津国军收复咸水沽、红楼、万年桥。

丙、晋南国军收复解县，北路收复霍县赵城洪洞。

丁、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经香港到广州处理九龙城事件。

戊、北平参议会电蒋主席请建都北平。

１﹐１１（一二，一）

甲、蒋主席自沈阳返南京，傅作义返北平（各方多主召回陈诚）。

乙、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国军收复小站葛沽，共军再占红楼万年桥。

丙、保定国军收复满城，共军进袭涞水。

丁、热河国军收复兴隆。

戊、湖北共军自锺祥北直河口渡襄河。

１﹐１２（一二，二）

甲、香港警察武力对付九龙城居民，伤害十余人，外交部长王世杰立即对英大使施谛文严重

交涉，促中止强制行动，接受我１﹐８之要求。

乙、中英防止华南走私关务协议成立。

丙、天津海河航道恢复，天津附近共军败退。

丁、河北涞水战争惨烈（国军为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等）。

戊、甘地绝食，促印度和平团结。

１﹐１３（一二，三）

甲、广东外交特派员郭德华晤香港总督，抗议九龙城事件，驻英大使郑天锡亦向英外部抗议。

乙、南京举行陆军训练会议。

丙、国军第卅二师师长李铭鼎（傅作义部）在河北涞水阵亡。

丁、皖北共军攻占灵璧。

戊、苏北国军攻破共军之根据地大中集等处。

己、豫北团队收复滑县及道口。

庚、晋南国军收复安邑虞乡。

１﹐１４（一二，四）

甲、贝祖诒率技术代表团携币制改革方案离上海赴美。

乙、英国驻东南亚特派员基勒恩勋爵（即盖浦生）到京晤王世杰。

丙、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磨在高碑店自杀，涞水仍在激战。

丁、冀平参议会议长及工商代表到南京请愿。

戊、设冀热辽边区剿匪指挥部，以范汉杰为司令。

己、晋南国军收复平陆，陕南收复山阳。

庚、冯玉祥宣布抗拒政府命令，不允回国，并继续反对援华。

辛、伪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判徒刑十年。

１﹐１５（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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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王世杰与施谛文会谈九龙城事件，监察院建议收回香港九龙。

乙、张治中在京招待记者，发表去年９﹐１及１０﹐１６与１２﹐１２致伊宁方面阿合买提

江、赖希木江之三函。

丙、陆军训练会议闭幕，决于南京、徐州、郑州、汉口、西安、北平、沈阳、台湾轮流训练

作战部队。

丁、云南富宁县长因铲除烟苗被夷人戕杀。瑞丽亦发生战事。

１﹐１６（一二，六）

甲、广州巿民为九龙事件游行示威，焚毁英国领事馆。行政院电令各省巿严惩违法暴行，保

护英人生命财产。

乙、各地学生为抗议九龙事件，请愿罢课。

丙、白崇禧在九江召开豫皖鄂湘赣五省绥靖会议。

丁、豫南共军陈赓部攻占邓县。

戊、湖北国军收复礼山。

己、贝祖诒率领技术代表团抵华盛顿。

１﹐１７（一二，七）

甲、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

乙、河北平津参议会议长及工商界代表到京请愿。

丙、河北共军再占满城，涞水解围。

丁、静海附近之津浦铁路被破坏。

戊、上海学生为抗议九龙事件举行示威运动，包围英国领事馆，南京发生罢课。

１﹐１８（一二，八）

甲、陈诚发表谈话，说明东北新军事机构意义。

乙、第一批美粮到上海。

丙、印度教、锡克族、回教领袖同意甘地之和平计划，甘地停止绝食。

１﹐１９（一二，九）

甲、行政院令各部会自二月起至六月止，每月裁员百分之五。

乙、河南共军攻占禹县。

丙、保定附近共军一度攻占漕河。

丁、白崇禧自九江回汉口。

戊、民主同盟三中全会在香港闭幕，宣言从事积极斗争。

己、英使施谛文与外交部长王世杰谈九龙城案。

庚、监察院委员建议改善华北经济措施。

１﹐２０（一二，一○）

甲、翁文灏到广州与宋子文商广东工业建设。

乙、陕南国军收复漫川关。

丙、晋南国军收复猗氏、蒲县。

丁、自沈阳飞平之中航机失事，死伤三十二人。

１﹐２１（一二，一一）

甲、英使为１﹐１６广州事件向外交部抗议。

乙、外交部照会英使，要求赔偿九龙城居民损失。

丙、各地开始投票选举立法委员（共三日）。

丁、范汉杰部自山东开抵秦皇岛。

戊、畏罪潜逃之前农民银行总经理、邮政储金汇业局长徐继庄在香港被捕。

己、上海同济大学为学生自治会问题发生风潮，先后开除学生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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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一二，一二）

甲、新任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自南京经北平抵沈阳。

乙、辽西新立屯恶战。

丙、英外相贝文在下院宣布西欧联盟谈判开始。

１﹐２３（一二，一三）

甲、张群召河北平津请愿代表谈话。

乙、国务会议通过救国赈灾特别捐献办法及中央公教人员每月配米三斗（原为八斗）。

丙、武汉大学学生要求全部公费待遇，今日罢课（１﹐２８复课）。

丁、美人雷诺及波士顿博物馆长华士本在京宣布其探测积石山计划。

１﹐２４（一二，一四）

甲、英外部照会驻英大使郑天锡，认香港政府对九龙城之措置为合理，该城管辖权问题应另

行商谈。

乙、张群对路透社记者谈话，预料美国可给财政援助。

丙、辽北国军收复东丰、西丰。

１﹐２６（一二，一六）

甲、蒋主席接见河北、平、津请愿代表，表示尽可能安定北方，扶植北方（次日请愿团北返）。

乙、东北共军林彪占辽西新立屯。

丙、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到长春。

１﹐２７（一二，一七）

甲、湖南大庸械斗，新任县长黄颖川被戕。

乙、晋北国军收复浑源。

丙、豫东国军第三度收复太康。

丁、新任首都卫戍总司令孙连仲自北平抵京。

戊、新任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到南京。

１﹐２８（一二，一八）

甲、行政院长张群发表财政经济改革十项计划（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赞成）。

乙、美国务卿马歇尔接见顾维钧、贝祖诒。

丙、全国防痨协会在上海成立。

丁、苏鲁豫皖四省绥靖会议在徐州开幕（１﹐３０闭幕）。

戊、晋南国军收复襄陵。

１﹐２９（一二，一九）

甲、蒋主席召集临时军事会议，商长江防务。

乙、东北共军林彪部攻占辽西沟帮子。

丙、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拟全体进京请愿，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学生前来欢送，巿长吴国

桢调解，学生与警察冲突，吴巿长被殴，学生多人被捕。

１﹐３０（一二，二○）

甲、印度领袖甘地被刺逝世。

乙、蒋主席召见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指示江防。

丙、上海同济大学复课。

１﹐３１（一二，二一）

甲、蒋主席召集南京高级将领会议。

乙、东北行辕副主任罗卓英到北平，商东北军事。

丙、东北共军林彪部攻辽阳。

丁、上海舞女及舞厅员工三千余人为禁舞事请愿，捣毁社会局，被捕者约四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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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江海关舞弊案宣判，帮办尹兰荪等三人处死刑。

己、【广东轮】在香港失火。

庚、西藏商务代表团抵京。

２﹐１（一二，二二）

甲、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

乙、罗卓英、范汉杰及北平行辕副主任吴奇伟自北平抵沈阳。

丙、粤赣湘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成立，叶肇任指挥官。

丁、豫南国军击破正阳新蔡之共军刘伯承部。

２﹐２（一二，二三）

甲、蒋主席召开军事会报。

乙、陆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范汉杰自沈阳返北平。

丙、北宁路唐榆段复遭破坏。

丁、上海申新第九纱厂工人为待遇问题占据工厂，与军警冲突，死女工三人，工厂被捣毁。

戊、上海巿长吴国桢宣布处理群众激烈行动紧急措施，社会局令各舞厅停止活动。

２﹐３（一二，二四）

甲、东北辽阳恶战。

乙、全国难民约四千八百万。

２﹐４（一二，二五）

甲、苏联新筑铁路五条通往东北外蒙边境。

乙、豫北国军收复浚县。

丙、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自北平赴滦东。

丁、浙赣铁路杭州南昌间通车。

２﹐５（一二，二六）

甲、立法院质询预算案（半年赤字三十八万亿）

。

乙、立法院通过（一）公务员待遇指数每月调整一次，（二）同意此次邮电加价案。

丙、陈诚离沈阳，回抵南京。

丁、新任河北省府主席楚溪春自沈阳抵北平。

戊、外交部照覆英使，申明九龙城管辖权属于中国，不幸事件责在港方。

己、救济特捐（救国赈灾特别捐献）督导委员会成立。

庚、豫南国军收复邓县。

２﹐６（一二，二七）

甲、国务会议通过本年二、三两月减发各机关生活补助费百分之十（即每月裁员百分之五）。

乙、白崇禧自汉口回抵南京。

丙、豫省团队收复禹县，许昌漯河一带共军陈毅部东北趋。

２﹐７（一二，二八）

甲、东北共军林彪占辽阳。

乙、豫南国军收复光山。

丙、蒋主席宴各院部长官，宣示今年之军事政治均将较去年为好。

丁、新任河北省府主席楚溪春视事。

戊、北平学生要求释放上海被捕学生，反对教育部所订之学生自治会章程。

己、美国务院计划以五亿七千万美元援华。

庚、中美积石山探测合约在京签字（中方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美方为雷诺、波士顿

科学博物院华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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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首任缅甸驻华大使宇密登递国书（１﹐２６到南京）。

壬、西藏商务代表团谒蒋主席。

２﹐８（一二，二九）

甲、蒋主席自南京飞抵牯岭。

乙、特派傅作义兼北平行辕副主任。

丙、东北共军攻占沈阳南之苏家屯。

丁、豫东共军陈毅部占兰封。

２﹐９（一二，三○）

甲、东北共军攻占沈阳南之森林子、莫子山。国军师长文礼擅退。

乙、豫东共军陈毅部占考城。

丙、豫西共军陈赓部数千人渡河返晋南。

２﹐１０（一，一）

甲、共军陈毅部续越河南民权县回鲁西，占曹县。

乙、地政部订定改善土地利用办法，保障佃农，扶植耕农。

２﹐１１（一，二）

甲、张群谈话，改革币制正向美国商洽，否认中美开发台湾谈判。

乙、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自南京飞抵徐州，晤顾祝同。

丙、沈阳南苏家屯共军南退，国军进克沙河堡。

丁、南京学生发动助学运动。

２﹐１２（一，三）

甲、鲁西国军收复曹县。

乙、东北共军自法库南趋，沈阳以北紧张。

丙、张治中自徐州飞西安，晤胡宗南。

丁、特派卫立煌兼代东北行辕主任。

戊、美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到台湾（２﹐１４返京）。

２﹐１３（一，四）

甲、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在沪谈话，两年以来国军损失五十万人，共军损失一百三十万人。

乙、莫德惠向蒋主席建议，起用东北耆宿名将，组织广大地方武力。

丙、沈阳国军北越辽河进击。

丁、东北共军进攻鞍山。

戊、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抵兰州。

２﹐１４（一，五）

甲、行政院讨论加强地方武力。

乙、美国宣布对华一千八百万拨款，大部用于米麦。

丙、东北共军进逼新民。

丁、孙科抵台北。

２﹐１５（一，六）

甲、李宗仁邀北平东北人士万福麟、马占山、王树常等交换东北问题意见（陈诚曾电邀张作

相、万福麟等进京）。

乙、湖北共军张健部攻占应山。

丙、陕北共军彭德怀南进。

丁、豫东国军收复考城。

２﹐１６（一，七）

甲、东北共军攻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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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鲁西国军收复定陶。

丙、米价高涨，每石一百九十万元（旬日前约一百六十万）。

丁、平壤电台宣称北韩【民主人民共和国】正在考虑成立。

２﹐１７（一，八）

甲、任命范汉杰为热河省主席（代刘多荃），王铁汉为辽宁主席（代徐箴），董彦平为安东主

席（代高惜冰），徐梁为辽北主席（代刘翰东），董文琦为沈阳巿长（代金镇）。

乙、东北耆宿张作相自天津到北平。

丙、傅作义谈，军事须配合政治推进，并以土地政策对抗分田。

丁、京、沪、平、津、穗五巿粮食配售会议在京举行。

戊、东北共军林彪部占法库。

己、湖北共军张健部占安陆。

庚、国军收复大别山区之共军刘伯承据点经扶县。

２﹐１８（一，九）

甲、美总统正式向国会提出拨款五亿七千万元，作为明年六月以前之经济援华计划。

乙、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致中国人民书，痛斥极端反动自私份子，极端激烈横暴份子，希望

本建设而渐进的步骤，促成国家统一与和平进步。

丙、新生活运动十四周年纪念，蒋主席发表告同胞书，以戡乱、行宪、克复经济危机相勉。

丁、沈阳附近共军被击退。

戊、河南国军收复漯河，驻马店郾城间国军会师。

己、自华北偷渡江南之共军丁锡山部六十余人在青浦全部被解决（丁为共军之江南人民解放

军纵队司令，原为华中人民解放军海防司令）。

庚、桂滇黔边区联防指挥部在百色成立。

２﹐１９（一，一○）

甲、东北共军林彪部占鞍山。国军师长胡普生及巿长罗永年自杀。

乙、救济特捐决定资产逾五十亿者，捐十分之一。

丙、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寿裳被暗杀。

２﹐２０（一，一一）

甲、美国务卿马歇尔在众院外交委员会说明援华案在延缓中国经济恶化之速率。

乙、中俄互不侵犯协定俄方宣布第三次续延两年。

丙、河南国军收复许昌。

２﹐２１（一，一二）

甲、美国合众社称，美大使司徒雷登谈话，主国共重开谈判。

乙、美国务院以对华军火供给情形通知国会（去年１２﹐８及本年１﹐７与１﹐３０曾订廉

售合约。又按去年１１﹐６及１２﹐２６尚有供应空军器材及飞机之合约）。

丙、海军进驻营口。

丁、河南共军再占禹县。

２﹐２２（一，一三）

甲、美国合众社称，苏俄已提出调解中国内战建议，蒋主席已同意与共产党重开谈判。行政

院新闻局及外交部分别予以否认。

乙、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央社记者谈话，谓合众社记者误解其声明，彼并未提出解决中国内

战办法。

丙、东北共军进攻本溪。

丁、河北共军攻扰天津附近之杨村。

戊、河南团队收复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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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张作相、马占山等自北平到上海。

２﹐２３（一，一四）

甲、苏俄大使馆否认调停中国战事。

乙、美大使司徒雷登谈话，再论中国局势，爱国份子应具积极精神，以建设性态度协助政府。

丙、东北共军进攻新民。

丁、沿平汉路南段北上与南下国军在许昌会师。

戊、豫东国军收复柘城。

己、苏北共军攻占宝应泛水镇（２﹐２５退）

。

２﹐２４（一，一五）

甲、行政院通过京沪平津穗五巿粮食配售通则（米价每石已达二百二十余万元）。

乙、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到牯岭谒蒋主席。

丙、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晤白崇禧、陈诚、张群，商谈东北问题。

丁、东北共军进攻开原。

戊、陕西共军彭德怀围攻宜川。

己、教育部诰诫全国学生，尊重法纪，恪守校规。

２﹐２５（一，一六）

甲、米价每石突破三百万元，黄金每两二千二百万元。

乙、我宪兵四十名在日本横须贺登陆。

丙、东北共军进攻营口。

丁、豫东国军及团队收复尉氏、鄢陵。

戊、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自牯岭到北平（明日回沈阳）。

己、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到京。

２﹐２６（一，一七）

甲、蒋主席自牯岭回抵南京。

乙、马歇尔宣称中国已向美国要求改革币制之贷款。

丙、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盖谟赛及新任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到京（明日赴上海）。

丁、共军陈毅部占皖北亳县。

戊、杭州南昌开通直达车。

己、英美法联合宣言，谴责捷克共党政变。

庚、苏俄要求芬兰订立互助条约。

辛、苏俄报载我军于１﹐２２及１﹐２８两次侵入外蒙。

２﹐２７（一，一八）

甲、东北共军攻占营口，守军一个师降。

乙、本月九日在沈阳南作战不力之师长文礼被处死刑。

丙、蒋主席召见新任热河主席范汉杰（明日范氏北返）。

丁、国务会议通过增强地方自卫武力，经费由中央统筹。

戊、张作相、马占山等晤美大使司徒雷登，谓东北人民心理倾向中央。

２﹐２８（一，一九）

甲、立法院通过三十七年度上半年总预算。

乙、蒋主席召开军事会报。

丙、参政会请政府加强东北保卫战。

丁、东北共军攻占开原。

戊、国军刘戡军进援陕西宜川，与来援之共军王震等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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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河北国军收复永清。

庚、美国宣称自１９４５年九月以来，已供给中国飞机九百余架。

辛、判处无期徒刑之汉奸周佛海病死南京狱中。

２﹐２９（一，二○）

甲、东北旅京同乡发表宣言，提出八项紧急呼吁（抽调大军确保东北现存据点，打通重要交

通线，接济东北军糈民食，改革东北币制，组织地方武力等）。

乙、蒋主席告张作相、马占山、万福麟、邹作华，中央对东北有决心有办法，即派大军出关，

并恢复交通。

丙、国军（范汉杰部）收复辽西打虎山。

丁、美使馆武官苏尔由南京到沈阳访卫立煌。

戊、陈诚到上海，入医院（已请辞职）。

３﹐１（一，二一）

甲、陕北共军力攻宜川，国军进援失利，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刘戡师长严

明等二万四千人战殁于瓦子沟（３﹐３共军占宜川）。

乙、沈阳国军扫荡沈阳以北及沈阳新民间共军。

进攻四平街之共军亦被击退。

丙、东北行辕副主任罗卓英到北平，谓沈阳防务绝无问题，增援国军已在秦皇岛登陆。

丁、陆军装甲兵司令部成立，徐庭瑶任司令。

戊、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电邀麦克阿瑟及陈纳德对政府之援华案提供意见。

己、湘粤赣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成立。

庚、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北平成立，钱昌照、周炳琳、吴景超、陶孟和等主之。

３﹐２（一，二二）

甲、出关之国军收复沟帮子巨流河。

乙、罗卓英、傅作义在北平商援救东北问题。

丙、东北民众请愿团到南京。

丁、美国前驻俄大使蒲立德在众院外交委员会演说，要求拨款十亿元作为对中国之军事援助。

戊、宋子文自南京返抵广州。

３﹐３（一，二三）

甲、国民党中央常会商讨东北问题。

乙、辽西共军大部北撤。

丙、陕西共军占宜川。

丁、豫东国军收复杞县永城。

戊、麦克阿瑟答复美众院，力主军事援华。

３﹐４（一，二四）

甲、东北共军林彪猛攻四平街，占领飞机场。

乙、美大使司徒雷登邀晤东北请愿代表。

丙、前美国来华特使现任军令处长魏德迈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陈述意见，主军事援华。

丁、中英无线电话通话。

戊、英法比荷卢五国代表会于北京，商讨防止共产党西进。

３﹐５（一，二五）

甲、张作相、马占山、万福麟离南京北返，发表谈话，呼吁救国救乡（国民政府聘张、万为

顾问）。

乙、美国前驻华大使馆参事罗伯森在众院外交委员会陈述意见，主军事援华。

丙、南京公祭甘地，由蒋主席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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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一，二六）

甲、东北行辕副主任罗卓英自北平回沈阳。

乙、苏北共军攻东台（３﹐９被拒退）。

丙、豫南国军收复汝南新蔡，豫北收复博爱。

丁、陈纳德应美国众院电邀，自上海回国。

戊、我国承认暹罗新政府。

己、外蒙军官二人秘密到北平，晤傅作义。

３﹐７（一，二七）

甲、东北四平街战事剧烈。

乙、自鲁南进入苏北之共军攻占沭阳。

丙、豫西共军陈赓部自登封进占偃师，迫洛阳。

丁、豫中国军再度收复禹县。

戊、河北国军败共军于香河，毙共军二千五百余人。

３﹐８（一，二八）

甲、美大使馆报告国务院，中国政府各方面有解体象征，局势再坏，则撤退广州。

乙、国防部会议，决打通沈阳锦州交通（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劝蒋主动撤退东北国军，又请

将吉林、长春、四平街军撤至沈阳）。

丙、沈阳南下国军与本溪守军会师。

丁、河北共军猛攻保定。

戊、豫东国军败共军于太康淮阳柘城间。

己、皖北共军陈毅部占太和，苏北共军迫淮阴。

庚、陕北共军彭德怀部攻洛川。

辛、蒋主席接见东北请愿团。

壬、民航运输机自沈阳飞青岛，中途被俄机攻击。

癸、前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等在众院外交委员会陈述意见，主张军事经济同时援华。

３﹐９（一，二九）

甲、东北国军撤出永吉及小丰满，集中长春。

乙、蒋主席到徐州。

丙、豫西共军陈赓孔从周进攻洛阳。

丁、皖北共军刘伯承攻阜阳。

戊、青岛军火库爆炸（原拟自该地增援东北之军队受影响）。

己、外交部照覆外蒙古２﹐２４抗议照会，否认我军越境，并抗议北塔山事件。

庚、米粮纱布连日猛涨。

辛、美援华会主席麦克纳特到南京（即返沪）。

３﹐１０（一，三○）

甲、蒋主席在徐州检阅装甲兵及伞兵，并召开机动部队将领会议。

乙、陈纳德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陈述意见，力主军事援华，贷款十五亿。

丙、马歇尔谈对华政策，仍主中国政府基础扩大。

丁、苏北东台之共军被击退。

戊、外交部向俄大使馆抗议前日运输机被袭事。

３﹐１１（二，一）

甲、蒋主席自徐州回京。

乙、豫东共军占永城，豫西国军收复登封。

丙、鲁中共军占张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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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李宗仁在北平发表竞选副总统演说。

戊、杜鲁门谈对华政策，反对共产党参加政府。

国务院亦发表声明，谓马歇尔并未主张中共列入中国政府。

３﹐１２（二，二）

甲、国务会议决议设置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拨四亿美元资产交中央银行作为法币准备金。

乙、孙科对美记者谈话，主美国派军事顾问指导国军对共军作战，以谈判求取和平已不可能。

丙、豫中国军再复禹县。

丁、苏北共军占阜宁。

戊、宋子文到桂林，商粤桂联防剿匪（３﹐１４回广州）。

己、西欧五国会议通过西欧联盟公约，有效期五十年。

３﹐１３（二，三）

甲、行政院长张群演说，谓戡乱建设重点应在扬子江流域。

乙、湖北国军收复随县。

丙、山东共军攻占冈村。

丁、苏俄拒绝我飞机袭击之抗议。

戊、前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发表演说，主对苏俄采强硬行动。

３﹐１４（二，四）

甲、鲁西共军大部渡过黄河以北。

乙、共军（陈赓）攻占洛阳（寻退出）。

丙、陕北共军彭德怀部攻蒲城。

丁、孙科发表谈话，谓苏俄企图赤化世界，幻想亲俄已不可能。

３﹐１５（二，五）

甲、共军林彪部占四平街（３﹐１２已进入巿区）。国军收复辽中。

乙、新任热河省府主席范汉杰就职（全省二十县，共军占十四县）。

丙、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国民大会代表退让问题（国民党当选人让与青年党民社党）。

丁、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当选名单公布。

戊、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到南京。

３﹐１６（二，六）

甲、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到长春视察。

乙、豫西国军收复观音堂。

丙、一部分国民大会代表启事否认非法代让。

丁、行政院讨论调整公教人员待遇。

戊、山东请愿代表团到京。

３﹐１７（二，七）

甲、河北军政检讨会在北平举行（３﹐２２闭幕）。

乙、华中绥靖会议在南京举行，苏浙皖赣鄂湘豫军政负责人员出席，讨论总体战略方案。

丙、蒋主席与熊式辉检讨东北失败原因。

丁、洛阳解围。

戊、鲁中共军攻占桓台。

己、孙科表示决竞争副总统。

庚、杜鲁门向国会演说，谴责苏俄阻挠国际合作，主增强军力。马歇尔亦发表声明促议会行

动，保持强大实力，支持外交政策。

３﹐１８（二，八）

甲、外交部再向苏俄抗议俄机射击我运输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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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苏北共军扰南通海门。

丙、国民大会代表开始报到。

丁、北欧瑞典、挪威、丹麦宣布反共，愿与西方国家联合。

３﹐１９（二，九）

甲、美众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援外案，内以五亿七千万元援华（其中军事援助一亿五千万元）。

乙、河北军政检讨会决定土地政策，发展中层，保护自耕农。

丙、苏北国军败共军于阜宁涟水间之益林。

丁、共军攻淄川，鲁中战事扩大。

戊、豫北国军收复淇县。

己、热河共军撤出阜新。

庚、被迫退让之国大代表向内政部索当选证书，并与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谈判。

辛、马歇尔警告意大利，如共党选举胜利，将丧失美国援助。

３﹐２０（二，一○）

甲、华中绥靖会议闭幕，决定撤销武汉行辕，改设华中绥靖公署，军事方面以机动对窜扰，

政治方面以组织对裹胁，经济方面以封锁对劫掠，组训民众，建立地方武力，以【四自政策】

（自清、自剿、自卫、自富）打击共军之【三求战略】（求兵、求战、求食），各绥靖区司令

官兼掌军事政治经济，并决定战时授田条例（以军人为对象）。

乙、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发表土地改革方案，实行耕者有其田。

丙、上海米价每巿石达四百四十万元。

丁、苏北靖江共军偷渡江阴，被击退。

戊、南京区长江港口局部封锁。

己、柏林俄代表退出同盟国管制委员会。

３﹐２１（二，一一）

甲、鲁中共军攻占淄川。

乙、察南共军猛攻蔚县。

丙、皖北国军收复亳县。

丁、美国务院派员调查湘粤桂经济。

３﹐２２（二，一二）

甲、共军攻占晋北阳高永嘉堡。

乙、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四亿六千万元援华案。

丙、美国赞助之华南复兴计划开始。

３﹐２３（二，一三）

甲、傅作义自北平到张垣。

乙、任命郑洞国兼代吉林省政府主席。

丙、平古线共军攻密云。

丁、行政院通过自四月份起，按月调整公教人员待遇。

戊、日内瓦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我反对外蒙古参加。

己、美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要求调查捷克政变。

３﹐２４（二，一四）

甲、共军占绥远丰镇（３﹐２５退），及晋北天镇。

乙、蒋主席与美国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商军火问题。

丙、上海搜捕共党份子。

丁、驻美大使顾维钧访马歇尔。

戊、何应钦自美抵英，晤外相贝文（即赴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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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５（二，一五）

甲、察南共军占蔚县。

乙、鲁东共军包围潍县。

丙、河南团队收复淅川荆紫关。

丁、李宗仁、于右任、孙科、程潜先后正式表示参加副总统竞选。

戊、汉奸金璧辉（川岛芳子）在北平正法。

３﹐２６（二，一六）

甲、国军收复察南蔚县。

乙、平古线共军被击退。

丙、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选举第一届院士八十一人。

丁、南京政治大学教授发表时局宣言。

３﹐２７（二，一七）

甲、蒋主席为国民大会代表当选问题发表声明，国民党员以得票较多者当选，对于友党则应

退让。

乙、察南共军攻怀来。

丙、蚌埠难民抢食物。

３﹐２８（二，一八）

甲、国民参政会结束。

乙、签署之国民大会代表十人以被迫退让，开始绝食，并有购棺准备一死者。

丙、陕北国军收复澄城。

３﹐２９（二，一九）

甲、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蒋主席致词。

乙、国军收复平绥线之天镇阳高。傅作义视察大同归绥。共军退桑干河南。

丙、山东共军占新泰。

丁、皖北共军猛攻阜阳。

戊、空军炸齐齐哈尔等地。

己、北平学生联合会被解散。

庚、第五届青年节，蒋主席发表告青年书。

辛、褚辅成卒于上海，年七十六。

３﹐３０（二，二○）

甲、国民大会首次预备会，胡适主席，讨论主席团问题，无结果。

乙、美国参议院通过于一年内以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援华。

丙、山东共军占威海卫、龙口、蓬莱。

丁、陕北国军收复甘泉。

３﹐３１（二，二一）

甲、国民大会第二次预备会通过增加主席团名额。

乙、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经北平到南京。

丙、共军进犯长春飞机场。

丁、平绥线两侧共军肃清。

戊、何应钦自美抵上海（明日到京）。

己、苏俄封锁柏林与西部德国交通。

庚、探测积石山之飞机又损坏。

４﹐１（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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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国民大会第三次预备会，抽定代表席次。

乙、居正宣布竞选总统。

丙、立法院通过国大主席团增为八十五人（原为二十五人）。

丁、美国众议院通过五亿七千万元援华案。

戊、积石山探测决定终止。

己、石景山大铁炉出铁。

４﹐２（二，二三）

甲、美、英、法声明柏林驻军决不撤退，柏林形势严重。

乙、美国援华案经参众两院，确定为四亿六千三百万元（内一亿二千五百万元为军事援助）。

丙、国民大会第四次预备会通过主席团选举办法。

丁、北平学生为抗议学生联合会解散，开始罢课。

戊、卫立煌离南京返沈阳。

己、陕南共军陷白河。

庚、河南团队收复登封、洧川、鄢陵。

辛、冯玉祥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资格向美国登记。

壬、积石山探测队长雷诺私离沪（寻又折回）。

４﹐３（二，二四）

甲、国民大会第五次预备会，选举主席团未成。

乙、行政院通过以王陵基为四川省政府主席（代邓锡侯），张笃伦为湖北主席（代万耀煌），

胡家凤为江西主席（代王陵基），谷正伦为贵州主席（代杨森）

，杨森为重庆巿长（代张笃伦），谢保樵为驻暹罗大使（代李铁铮）。

丙、苏俄二次答复我抗议，不同意我在东北各地享有自由行动主权。

丁、国防部举行军事会报。

戊、长春近郊大战开始。

己、共军（聂荣臻）进犯绥远凉城。

庚、共军（陈赓）再攻洛阳。

辛、张君劢自美抵上海。

壬、美总统杜鲁门签署援外案。

４﹐４（二，二五）

甲、国民党中央委员临时会议，讨论总统副总统选举提名问题，蒋总裁表示不拟参加总统竞

选，副总统原则决定自由竞选。

乙、外交部长王世杰谈美国援华案，中国决尽全力达成统一与建设。

丙、皖北阜阳国军败共军（刘伯承部）。

丁、绥远共军攻占凉城。

戊、傅作义所乘飞机在绥远集宁遇险。

己、柏林形势缓和，美俄愿商交通管制。

庚、积石山探测队长雷诺二次私自由上海逃走，抵东京。

４﹐５（二，二六）

甲、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仍推蒋总裁为总统候选人。

乙、国民大会选出主席团八十五人。

丙、共军（陈赓）再占洛阳，青年军第二○六师长邱被俘（上月国军二万三千人自汴洛空运

西安，洛阳兵力不足）。

丁、绥远国军收复丰镇。

戊、傅作义自归绥返抵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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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二，二七）

甲、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决议本届总统副总统不决定候选人，惟仍拥护蒋总裁竞

选。

乙、国民大会举行首次正式会议，讨论议事规则。

丙、金陵大学若干教授赞同蒋主席不竞选总统。

丁、北平天津各大学讲师助教职工要求改善待遇，开始罢课。

戊、河南共军陈毅再占汝南。

己、绥远共军攻占和林。

庚、山东潍县昌乐大战。

辛、镇江金山寺被焚（传系共党纵火）。

壬、苏俄、芬兰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

４﹐７（二，二八）

甲、河南共军陈赓攻占偃师、禹县，陈毅攻占驻马店。

乙、豫皖间国军收复临泉、沈邱。

丙、居正发表竞选总统演说。

４﹐８（二，二九）

甲、国民大会自行扩大职权，得检讨国是，提出建议，并拟修改宪法。

乙、居正发表声明，放弃竞选总统。

丙、美大使司徒雷登，美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等自南京到广州。

丁、河南共军陈赓占巩县、汜水。

戊、鲁西国军收复平阴。

己、上海暨南大学学生互殴。

４﹐９（三，一）

甲、蒋主席在国民大会报告经济军事情形，谓法币准备充足，金融基础巩固，黄河以南共军

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必定肃清（剿匪以来，国军损失十七个师，约为总数百分之十，已完成八

成的补充）。

乙、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议事规则全部，审查提案范围扩大。

丙、民社党主席张君劢与青年党主席曾琦晤谈，决支持蒋主席为首届总统。

丁、河南共军陈赓攻占荥阳、新郑，逼近郑州。

陈毅进攻漯河许昌，国军收复淮阳。

戊、绥远国军收复和林。

己、河北救民先锋队收复青县。

庚、北平学生游行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八人（即释放）。

辛、成都学生游行请愿，要求平价米，与军警冲突，被捕百余人。

壬、中美积石山探测团正式宣告结束。

癸、哥伦比亚发生革命，泛美会议停顿。

４﹐１０（三，二）

甲、国民大会通过议事日程（是日会场秩序益乱）。

乙、河南国军收复确山。

丙、鲁东潍县连日激战，鲁南国军收复新泰。

丁、成都各大学学生罢课。

４﹐１１（三，三）

甲、共军陈赓、刘伯承、陈毅分路逼攻郑州。

乙、豫南国军收复驻马店及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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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陕北国军收复宜君。

丁、美大使司徒雷登，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及宋子文到海南岛视察。

戊、北平发生反罢课游行，北京大学部份校舍被捣毁，教授决定罢课半日，学生继续罢课。

己、成都被捕学生大部释放。

庚、民社党决定拥护蒋主席竞选总统，并推徐傅霖竞选副总统。

４﹐１２（三，四）

甲、国防部长白崇禧在国民大会报告军事，北方代表要求挽救军事危机，严厉抨击陈诚。

乙、察哈尔国军收复怀来。

丙、山东省府主席王耀武飞潍县视察昌乐。

丁、北京大学教授决议罢课一周，要求保障人权及学术自由，平津唐山各院校亦罢课。

戊、中央大学自费生一百余人请愿公费。

４﹐１３（三，五）

甲、财政、经济、交通、粮食四部长俞鸿钧、陈启天、俞大维、俞飞鹏在国民大会报告。大

会继续检讨军事。

乙、竞选副总统之孙科、李宗仁、于右任、程潜、莫德惠连日分别招待国大代表。

４﹐１４（三，六）

甲、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国民大会报告外交，谓世界现状严重，内政、教育、社会部长张厉生、

朱家骅、谷正纲亦分别报告。

乙、进攻郑州之共军后退。

丙、河北国军收复大城河间。

４﹐１５（三，七）

甲、国民大会讨论修改宪法案，戡乱时期总统得为紧急处分。

乙、国民大会吉林代表孔宪荣（游击司令）自杀。

丙、行政院通过调整公教人员待遇案，京沪区为二十四万倍。

丁、河北国军收复任邱。

戊、湖北国军收复均县。

４﹐１６（三，八）

甲、国民大会主席团公告总统候选人，一为蒋中正，一为居正。

乙、傅作义到归绥大同部署（明日回北平）。

丙、晋北共军进攻应县。

丁、豫西国军收复巩县及汜水荥阳。

戊、青年部长陈雪屏自南京到北平慰问教育界。

己、英法等十六国经济公约签字。

４﹐１７（三，九）

甲、国民大会审查会争执修改宪法案，秩序混乱。

乙、蒋总裁召国民党国大代表讲话，不主修改宪法。

丙、签署之国民大会代表拟冲入会场出席，为宪兵制止。

丁、陕西共军占栒邑。

戊、河北国军再复易县。

己、察哈尔国军收复龙关。

庚、苏北国军收复涟水阜宁间之益林。

辛、中央航空公司飞机探测积石山。

４﹐１８（三，一○）

甲、国民大会通过修改宪法案，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总统得为紧急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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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青年党声明支持蒋主席出任总统，该党不提副总统候选人。

丙、傅作义楚溪春到太原，晤阎锡山（明日回北平）。

丁、陕北共军彭德怀王震南渡泾河，进犯关中。

戊、鲁西共军复由商邱附近越陇海路南走。

己、河南国军收复南召。

庚、金陵大学及厦门大学学生罢课，要求公费并声援北京大学学生。

４﹐１９（三，一一）

甲、国民大会第十三次大会，选举总统，蒋中正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居正二百六十九票）。

乙、济南东进国军收复明水章邱，共军继续猛攻潍县。

丙、苏北国军在靖江附近救出民船千余艘。

丁、新任东北行辕副主任万福麟到沈阳。

戊、南北韩党派会议在平壤开幕。

４﹐２０（三，一二）

甲、国民大会主席团公告副总统候选人，计为孙科、李宗仁、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

霖六人。

乙、南京中央大学罢课三天，声援平、津、沪、蓉学生及自费学生。

丙、陕西共军占长武，南逼武功。

丁、青岛西进国军收复胶县。

戊、河南国军再度收复漯河郾城。

４﹐２１（三，一三）

甲、国军退出陕西延安。

乙、国民大会通过简化各地剿匪军事机构，加强职权，统一指挥，及催促苏俄彻底履行中俄

友好条约，归还东北物资机器，收复琉球、旅顺、大连、香港、九龙、澳门，确定对日和约

原则等案。

丙、扫荡冀中之国军返回北平。

４﹐２２（三，一四）

甲、国民大会讨论闭会后设立机构案，无结果，秩序混乱。

乙、国务会议通过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选举补充办法，分别于职业团体中增加代

表三百名，立委一百五十名，以解决退让当选纠纷。

丙、行政院通过以张作相为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福成为松江省政府主席。

丁、济南东进国军收复邹平。

戊、晋北应县激战惨烈。

４﹐２３（三，一五）

甲、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孙科、程潜得票较多。

乙、【南京交通服务社】在【新民报】刊布启事，诋毁李宗仁，谓其【加官】后将继之以【逼

宫】。

丙、广东国民大会代表捣毁南京救国日报（为孙科竞选事）。

丁、察哈尔共军占多伦。

戊、鲁中共军攻占田马。东进国军收复周村。

己、河南国军收复临颖、博爱。

庚、武汉大学罢课一日，支持自费生要求。

辛、平壤会议，反对南韩单独选举，要求建立统一政府，及美俄撤兵。

４﹐２４（三，一六）

甲、国民大会举行第二次副总统大选，李宗仁、孙科、程潜均未获得过半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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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甘肃国军进向长武邠县，自延安撤出国军与洛川守军会师。

丙、鲁中共军攻入潍县城内，国军退守东城。

丁、热河共军逼近承德。

戊、冀南国军收复东明。

４﹐２５（三，一七）

甲、李宗仁、程潜首先宣布放弃竞选副总统，孙科继之。国民大会流会。李宗仁致函主席团，

谓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

乙、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副总统选举问题，决不参加意见，并推白崇禧、王宠惠、张群等向

李孙程解释误会，盼停止互相攻击之宣传。

丙、国大主席团推胡适、于斌、曾宝荪等分访李孙程，劝继续参加竞选。

丁、拥护李宗仁之国大代表成立【民主宪政运动委员会】。

戊、南昌中正大学为庆祝蒋中正当选总统，两派学生互殴。

己、陕西国军（胡宗南部）收复永寿，陇东国军（马步芳部）收复陕西长武。

庚、济南东进国军收复长山、张店。

４﹐２６（三，一八）

甲、蒋主席召见李宗仁及白崇禧、胡适等（李原拟明日返北平）。

乙、国民大会休会。

丙、民社党青年党联合声明，选举须严格遵守自由原则。

丁、陕西共军彭德怀占凤翔。

戊、国军收复邠县、扶风。

己、皖北共军扰津浦路南段明光全椒。

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报告，自去年十月至今年三月，专员殉职被俘四人，县长二十七

人。

４﹐２７（三，一九）

甲、李宗仁等决定仍继续参加竞选。

乙、陕西共军彭德怀占宝鸡。国军第七十八师长徐保阵亡。自延安南下国军败共军于黄龙山，

毙共军三千六百余人。

丙、山东共军占潍县，行政专员张于佐阵亡。济南东进国军收复益都。

丁、大批难民涌至沈阳（沈阳粮价飞涨，５﹐１０高粱米每斤三万元，５﹐１５涨至四万元，

６﹐２７为六万元，７﹐１６为十一万元，面粉约为二十万元）。

４﹐２８（三，二○）

甲、国民大会举行第三次副总统选举，李宗仁、孙科得票较多，仍不足法定票数。

乙、李宗仁发表竞选演说，主张政治革新。

丙、陕西国军胡宗南部连克宝鸡、凤翔、虢镇，共军西北走。

丁、河南共军刘伯承、陈赓、孔从周部大举攻邓县、镇平、淅川、内乡，与地方团队激战。

戊、中国新社会革命党在京宣告成立（负责人陈傅夫）。

４﹐２９（三，二一）

甲、国民大会举行第四次副总统选举大会，李宗仁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当选（孙科得一千二

百九十五票）。

乙、赴美技术代表团团长贝祖诒返抵上海。

丙、陕西国军收复汧阳，俘毙共军四千余人。

丁、热河共军攻占平泉西七沟、凤凰岭。

４﹐３０（三，二二）

甲、国民大会第十六次大会，通过设置宪政督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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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孙科组织之【建国协会】成立。

丙、中美在华盛顿换文，中国同意美方建议援华各项条件，并允由美方派遣经济合作代表团

来华。

丁、陕西国军收复麟游，泾渭间共军肃清。

戊、短期国库券发行。

５﹐１（三，二三）

甲、中国共产党号召各党派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

乙、国民大会闭幕，蒋主席致词，谓今后政府一切措施，必遵守宪法。

丙、立法院最后一次会议，否决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选举补充办法（反对增加名额）。

通过改主计处为主计部，隶属于行政院。

丁、程潜组织之【中国宪政协进会】成立（５﹐４推程为理事长，何成浚、贺耀组、刘文岛、

张荫梧、于学忠、章士钊等为理监事）。

戊、山东共军占昌乐，益都临淄间大战。

己、陈诚自上海到南京。

５﹐２（三，二四）

甲、内政部开始公布当选立法委员名单。

乙、河南共军占邓县。

丙、全国运动会举行由京至沪火炬接力赛跑。

５﹐３（三，二五）

甲、执行美援法案之中美换文公布。

乙、前美驻俄大使蒲立德由美抵上海。

丙、国民党中央常会推孙科、陈立夫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候选人。

丁、国民党籍国大代表谈话会，蒋总裁以自信、自强、自反相勉。并检讨政治经济军事。

戊、豫西共军攻占陕州，豫东团队收复鹿邑。

己、陕南国军收复洵阳。

庚、热河平泉附近激战。

辛、察南国军收复阳原。

５﹐４（三，二六）

甲、行政院通过设立美援运用委员会及政务委员总辞职案。

乙、连日各地学生举行五四纪念会。

丙、政治大学一部分教授组织【中国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学会】。

丁、山东益都临淄间继续激战。

戊、河南共军攻占镇平内乡。

己、汉奸董康病卒。

５﹐５（三，二七）

甲、美顾问巴大维与蒋主席商东北军事（原定今日发动沈阳锦州间攻势，卫立煌借故迁延）。

乙、美国任命赖普汉为经济援外署驻华代表团长。

丙、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开幕。

丁、山西共军再度猛攻临汾应城。

戊、签署国民大会代表马文车等组织中国民主协会。

己、蒲立德到南京，蒋主席茶会招待。

庚、美驻俄大使史密斯致书莫洛托夫，声明美无意侵俄，外交政策坚定不变，盼两国走入适

当与合理的关系（昨已口头声明）。

５﹐６（三，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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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陕西国军败共军彭德怀王震于陇东泾川宁县间。

乙、河南共军攻占淅川（团队之重要根据地）。

丙、山东国军收复淄川。

５﹐７（三，二九）

甲、国军捷于陇东泾川以北地区，共军伤亡九千余人。

乙、东北行辕参谋长赵家骧兵团司令廖耀湘连日谒蒋主席请示。

丙、我驻俄大使傅秉常严重抗议苏俄兼并唐努乌梁海（本年三月兼并，俄不覆我抗议）。

丁、香港工商界发表宣言，指责美国扶植日本。

戊、武汉暴风雨，沉船一百余只。

５﹐８（三，三○）

甲、第一届立法院开幕，民社党青年党委员未出席（因当选名额问题未解决）。

乙、物价连日猛涨（金价每两超出五千万元）。

５﹐９（四，一）

甲、俄外长莫洛托夫答复美大使，愿与美直接谈判，以解决两国间各项问题。

乙、东进之山东国军退至周村以西。

丙、河南国军收复许昌及密县。

丁、派洪兰友为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秘书长。

戊、日环蚀。

５﹐１０（四，二）

甲、莫斯科公布美大使与俄外长往来函件。

乙、立法院开预备会。

丙、南韩单独举行选举。

５﹐１１（四，三）

甲、西安兰州公路通车，陇东战役告一段落。

乙、陕西国军收复栒邑。

丙、豫西团队收复陕州。豫南共军再占遂平。

丁、民社党青年党对立法委员名额问题表示不作让步。青年党立法委员候选人发表声明，指

责国民党。

戊、行政院通过姓名使用条例。

己、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对俄外交政策并无变动。

５﹐１２（四，四）

甲、热西共军大举进攻。

乙、察南国军再复蔚县，陕西收复澄县，湖北收复枣阳，河南再复禹县。

丙、共军副军长张努及华中区谍报主任刘一秋等，在上海被捕。

丁、河北第十区专员王凤岗，河南邓县民团指挥官丁叔恒出席新闻局记者招待会。

戊、美国务卿马歇尔发表声明，美绝不与苏俄单独谈判。

５﹐１３（四，五）

甲、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辞职照准，顾祝同改任参谋总长，余汉谋继任陆军总司令

（美顾问巴大维深表失望，以彼等能力均甚薄弱）。

乙、河南共军再占西平及荥阳（明日退）。

丙、日侨四百余人离台湾回国（留台日侨尚多）。

丁、杜鲁门发表谈话，支持马歇尔昨日声明。

戊、美第三党总统候选人华莱士致书斯大林，劝美俄停止冷战。

５﹐１４（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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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苏北国军张雪中部收复阜宁。

乙、承德平泉间激战。

丙、河南共军再占漯河郾城。

丁、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所补发当选代表证书（一百余人）。

戊、犹太人之【以色列】国宣布诞生，英军自巴勒斯坦撤退。

５﹐１５（四，七）

甲、立法院一部分委员发表意见书，主推选傅斯年为副院长，反对陈立夫。

乙、美国务院将中国政府应采取之特别经济办法八项交驻华大使馆。

丙、河南国军收复镇平、唐河，共军集中许昌附近。

丁、陕北共军集鄜县附近。

戊、皖北共军占泗县。

５﹐１６（四，八）

甲、蒋主席到无锡游览。

乙、陈立夫招待立法委员，竞选立法院副院长。

丙、上海全国运动会闭幕。

丁、共军刘伯承部攻占湖北光化。

５﹐１７（四，九）

甲、孙科当选立法院院长，陈立夫当选副院长（陈得三百四十三票，傅斯年得二百三十六票）。

乙、傅作义飞承德视察。

丙、山西共军攻占临汾（已围攻二月余）。

丁、河南国军收复方城。

戊、斯大林覆华莱士，苏俄愿以其七项建议为基础与美国和平协商。

５﹐１８（四，一○）

甲、行政院通过本月份生活指数（京沪区三十一万倍）。

乙、行政院提出总辞职。

丙、蒋主席自无锡回京。

丁、共军进攻平绥路之南口，扰及北平附近之清河。

戊、共军李运昌部进攻承德外围。

己、共军刘伯承部攻占湖北老河口。

庚、国军肃清山海关锦州间之共军。

辛、国军收复河南新野。

５﹐１９（四，一一）

甲、撤销东北及北平之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其职务并入剿匪总司令部，西北、武汉、重庆、

广州行辕，均改为绥靖公署。

乙、全国运动会河北及平津选手领队在大公报馆招待会中，对此次大会表示不满，认为歧视

北方。

丙、热河共军攻占滦平。

丁、湖北共军逼沙巿江陵。

戊、山海关至唐山间路轨被毁。

己、皖北国军收复泗城。

庚、美陆军次长德莱勒发表削减日本赔偿计划书。

５﹐２０（四，一二）

甲、蒋中正、李宗仁就任总统及副总统职。蒋总统演说，遵守宪法，对内革新政治，今后措

施须配合军事，贯彻民生主义，对外和平合作，对日和会中我应有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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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南京、上海学生举行【五廿】周年纪念会（去年今日请愿冲突事件）。并发动反对美国

扶植日本运动。

丙、立法院通过议事规则，同意权问题折衷解决（会前蒋总统曾宴立法委员有所表示）。

丁、豫西共军占卢氏。

戊、苏北国军收复沭阳。

５﹐２１（四，一三）

甲、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因【五廿】晚会发生冲突，包围青年部。

乙、张群辞新行政院长提名，离京飞渝。

丙、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辞职，俞鸿钧继任。

丁、国军收复湖北老湖口。

５﹐２２（四，一四）

甲、美大使司徒雷登向蒋总统面致中国内部改革问题备忘录。

乙、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开始罢课三天（昨被捕学生释放）。

丙、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到锦州应付热河辽西战事。

丁、察南国军收复延庆。

戊、豫鄂间国军收复内乡及光化。

５﹐２３（四，一五）

甲、何应钦谈话，谢绝行政院长提名。

乙、河南国军再复许昌尉氏，共军东北趋。

丙、鲁西国军收复平阴东阿，共军自黄河南渡。

丁、山西应县得绥远国军之援，解围。

戊、美使司徒雷登及美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到台湾视察。

５﹐２４（四，一六）

甲、立法院同意总统提出之行政院长翁文灏。

乙、河南团队收复禹县、襄县、郏县、宝丰（共军东去）。

５﹐２５（四，一七）

甲、翁文灏发表施政重点，努力增加生产，充分利用美援。

乙、总统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吴鼎昌为总统府秘书长，薛岳为参军长。

丙、河南国军收复鄢陵、漯河。

５﹐２６（四，一八）

甲、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中国现政府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且不能希望蒋委员长充此领袖号

召民众，恢复军队作战意志，以其不能改变，仍将继续个人统治。

乙、热河共军攻占隆化。

丙、司徒雷登及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到台湾屏东参观新军训练。

丁、河南团队收复舞阳。

戊、陕西国军收复合阳、澄城。

己、派张肇元为立法院秘书长。

５﹐２７（四，一九）

甲、翁文灏到上海邀顾孟余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并与民青两党接洽（明日回京）。

乙、苏北国军收复盐城阜宁。

丙、河南共军再攻驻马店确山。

５﹐２８（四，二○）

甲、俄大使馆否认调处中国问题。

乙、河南国军再复荥阳、淮阳、太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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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上海学生举行【反扶日】运动。

丁、台北火车失火，死伤百余人。

５﹐２９（四，二一）

甲、青年党决定仍参加行政院，民社党拒绝。

乙、热河共军开始猛攻承德。

丙、陕西国军收复龙驹寨。

丁、河南国军收复柘城。

５﹐３０（四，二二）

甲、北平学生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示威大会。

乙、山东共军攻占泰安、肥城。

丙、中央银行宣布外汇采取结汇证明书制度。

５﹐３１（四，二三）

甲、鲁西黄河北岸共军大队南渡。

乙、共军攻砀山，占萧县，进距徐州以西二十里之天河寨，津浦路宿县固镇一带被破坏。

丙、热河国军收复滦平。

丁、上海法商学院学生张贴污辱蒋总统之漫画，发生斗殴。

戊、上海各大学校长教授电美总统及国务卿，反对美国扶植日本。

己、陈立夫自上海飞美。

庚、重庆卫生局考验杨妹二十一日来确未进食物，本日发表报告。

６﹐１（四，二四）

甲、行政院改组，特任顾孟余为副院长，何应钦为国防部长，王云五为财政部长，关吉玉为

粮食部长，孙越崎为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徐堪为主计部长，其余各部会未变动（内政张厉生，

外交王世杰，教育朱家骅，司法谢冠生，农林左舜生，工商陈启天，交通俞大维，社会谷正

纲，水利薛笃弼，土地李敬斋，卫生周诒春，蒙藏委员会许世英，侨务委员会刘维炽）。秘

书长为李惟果。

乙、特任白崇禧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华中剿匪总司令。

丙、行政院开首次政务会议，翁文灏说明施政方针。

丁、青年党发表声明，参加行政院须视立法委员问题能否解决而定，不承认所发表之行政院

青年党政务委员及部长名单。

戊、立法院讨论防止美国扶植日本问题。

己、新任苏俄驻华大使罗申呈递国书。

庚、山东共军猛攻大汶口。

６﹐２（四，二五）

甲、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谈，政府有改革币制计划。

乙、皖北共军占泗县。

丙、南阳白河以东剧战。

６﹐３（四，二六）

甲、山东共军攻占津浦路之大汶口及界河。

乙、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以学生屡起纠纷，辞职。

丙、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将援华款由四亿六千三百万减为四亿元。

６﹐４（四，二七）

甲、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声明，辩护美国对日政策，警告中国学生之反美运动，倘继续进行，

可能导致不幸之结果。

乙、物价又开始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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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四，二八）

甲、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日本工业水平以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宣言为原则，

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之复兴必须有确定保障，深信中美均决无纵容日本重整军备之意。

乙、美大使司徒雷登谒蒋总统。

丙、上海学生举行反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示威大游行，被军警制止，逮捕多人。

丁、监察院举行开幕礼。

戊、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立法委员仍以票多者当选。

己、国军击败共军陈毅之第一纵队于鲁西城武九女集。

庚、空军大举轰炸鲁西及南阳附近共军。

辛、上海汉口路大火，波及新闻报馆。

壬、侨务委员会商讨暹罗封闭华侨学校事。

６﹐６（四，二九）

甲、北平学生通电抗议美大使司徒雷登之声明，华北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

合会亦发表文告驳斥。

乙、昆明学生捣毁观察报。

丙、特任戴传贤为国史馆馆长。

丁、济南外围形势紧张。

戊、豫南国军再复驻马店，南阳附近战事暂停。

己、徐州浦口间路轨修复。

６﹐７（五，一）

甲、美国经济援华代表团团长赖普汉抵上海。

乙、苏北共军南逼泰县。

丙、福州南台大火。

６﹐８（五，二）

甲、立法院讨论征收临时财产税。

乙、上海教授多人致书美大使司徒雷登，驳其６﹐４声明。

６﹐９（五，三）

甲、北平学生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罢课游行，警察制止，十余人受伤。

乙、教育部长朱家骅发表谈话，谓学生反扶日运动为一种心理因素的反映，学生应多研究日

本现状。

６﹐１０（五，四）

甲、国军败共军于苏北东海新安间及泰县附近。

乙、物价连日大涨。

６﹐１１（五，五）

甲、南京大学学生发表驳６﹐４美大使司徒雷登声明书。

乙、行政院长翁文灏出席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着重戡乱工作及经济措施。立法委员表示

不满，希望立即拿出具体方针。

丙、白崇禧力辞华中剿匪总司令职。

丁、河南共军占新郑。

６﹐１２（五，六）

甲、北平教授致书美大使司徒雷登，驳斥其６﹐４声明。

乙、立法院继续质询翁文灏。

丙、刘哲当选监察院副院长。

６﹐１３（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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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冀东共军李运昌部攻占丰润。

乙、平津铁路交通被阻。

丙、共军攻济南附近之龙山，为国军所败。

丁、共军攻占山东曲阜（一作６﹐８）。

６﹐１４（五，八）

甲、美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蒋委员长对其允令何应钦、巴大维共同指挥作战之建议已

食言，仍由其本人经由无能之参谋总长亲自指挥。

乙、刘峙任徐州剿匪总司令。

丙、立法院对行政院长之质询结束。

丁、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恢复原定援华款额。

戊、物价继续猛涨，米每石突破一千万元。宁波发生抢米风潮。

６﹐１５（五，九）

甲、行政院长翁文灏答复立法院施政方针质询。

乙、济南国军收复万德，共军攻占邹县。

丙、冀东国军收复蓟县。

丁、豫西国军收复卢氏。

戊、白崇禧打消辞意。

６﹐１６（五，一○）

甲、共军刘伯承、陈毅占陈留，进攻开封。

乙、冀东国军收复玉田。

丙、行政院通过六月份文武职人员待遇，京沪区为四十二万倍。

丁、监察院以物价飞涨，提出纠正案。

戊、国民党中央常会推王宠惠、张伯苓为司法考试两院院长。

己、特派邓锡侯为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

庚、重庆发生抢米风潮。

６﹐１７（五，一一）

甲、共军逼近开封城垣，旅京豫人作紧急呼吁。

乙、冀东国军收复丰润。

丙、共军船只连日在浙江洋面发现，准备登陆。

丁、青年党主席曾琦发表谈话，说明该党退出行政院原委。

６﹐１８（五，一二）

甲、共军攻入开封城关。

乙、山东国军收复章邱。

丙、陕北国军收复白水。

丁、热河国军收复丰宁。

戊、福州大水成灾。

己、立法院讨论平抑物价。

６﹐１９（五，一三）

甲、开封城内国军分守省府及龙亭，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飞开封上空视察，空军猛烈轰炸。

乙、清华大学教员拒受救济物资。

６﹐２０（五，一四）

甲、开封城内激烈巷战。

乙、河南旅京人士到总统府哭诉请愿。

丙、空运部队到郑州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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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共军攻平古铁路，占领石匣，古北口激战。

戊、鲁西国军收复曹县。

６﹐２１（五，一五）

甲、蒋总统飞郑州，并在开封上空视察，国军仍坚守开封巿区中心，第六十六师长李仲辛战

殁。

乙、任命程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代王东原），陈仪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代沈鸿烈），孙陵为

热河省政府主席（代范汉杰），刘瑶章为北平巿长（代何思源）

。

丙、特任张厉生为行政院副院长（顾孟余不就）

，彭昭贤为内政部长。

丁、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到昆明。

６﹐２２（五，一六）

甲、共军完全占领开封，赴援国军抵兰封、中牟、尉氏。

乙、蒋总统飞抵西安。

丙、立法院通过接受美援。

丁、匪陷云南广南。

戊、上海光华大夏大学学生要求将两大学改为国立。

己、英王宣布取消兼领印度皇帝头衔。

６﹐２３（五，一七）

甲、共军进攻昌黎滦县间之北宁铁路，占安山，留守营。

乙、豫东国军收复民权。

丙、济南国军收复万德，共军再攻章邱龙山。

丁、进攻古北口之共军被击退。

戊、合肥连日发生抢米风潮。

己、黎照寰继程孝刚任交通大学校长，张云继王星拱任中山大学校长。

６﹐２４（五，一八）

甲、监察院同意王宠惠、石志泉为司法院正副院长，张伯苓、贾景德为考试院正副院长（即

由总统任命）。

乙、参谋总长顾祝同，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副主任马步芳、马鸿宾到西安，出席军事会议。

丙、国军收复中牟、兰封，进迫开封。

丁、共军陈毅、刘伯承部自开封南趋。

戊、立法院检讨中原战局，国防部长何应钦出席报告。

己、北平参议会与警察局长汤永咸发生争执，汤及警察辞职。

庚、苏俄切断柏林美英法区铁路交通及水电供应。

６﹐２５（五，一九）

甲、国军第五军邱清泉部收复开封。

乙、蒋总统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

丙、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自南京抵汉口。

丁、冀东共军攻占昌黎，平津铁路连日被扰。

戊、物价狂涨，黄金每两达二亿元。

己、立法院通过组织戡乱将士慰问团。

庚、美共和党推选杜威为总统候选人。

６﹐２６（五，二○）

甲、国军邱清泉部完全收复开封及陈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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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冀东国军收复石门。

丙、监察院以物价狂涨，催请行政院答复纠正案。

丁、上海巿长吴国桢宣布平抑物价办法。

戊、李副总统宗仁到北平。

己、白崇禧自汉口到豫南前线视察。

６﹐２７（五，二一）

甲、国军邱清泉部收复杞县，第七十五师沈澄年部进至睢县。

乙、南京禁售银币（俗称为【袁大头】）。

６﹐２８（五，二二）

甲、蒋总统自西安经郑州返抵南京。

乙、共军刘伯承陈毅围困国军区寿年、沈澄年部于河南睢县杞县之榆厢铺桃林岗。

丙、翁文灏函复监察院，说明稳定物价措施。

丁、北平教授徐炳昶等百余人宣言呼吁停止破坏文化机关及滥炸城巿。

戊、山东大学学生罢课三日，反对美国扶植日本。

己、上海工商代表反对征收临时财产税。

庚、上海军警首长警告投机商人，必要时采取直接行动。

辛、冀东国军收复昌黎。

壬、陕西商南收复。

６﹐２９（五，二三）

甲、监察院立法院检讨物价。

乙、美国务院照会中国大使馆，军事援助之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即可提取。

丙、武汉绥靖公署改为长沙绥靖公署（程潜为主任），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改为华中剿匪总司

令部，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改组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刘峙、孙震为总、副司令）。

丁、在开封被共军俘虏之省政府秘书长马凌甫等释回。

戊、山东共军猛攻兖州。

己、共产国际情报局号召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反抗其领袖狄托，苏俄与南斯拉夫关系恶化。

６﹐３０（五，二四）第五军邱清泉自豫东杞县进援在睢县铁佛寺被围之区寿年、沈澄年、

宋文和，与共军力战。

７﹐１（五，二五）

甲、豫东共军陈毅刘伯承猛烈向杞县睢县间之国军反攻，邱清泉部失利。

乙、天津附近之胜芳镇为共军占领。

丙、兖州激战，共军猛攻。

丁、皖北共军占蒙城。

戊、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成立。

７﹐２（五，二六）

甲、蒋总统飞豫东前线上空指示机宜（美顾问巴大维亦飞往视察，据云并不见有大规模战斗）。

乙、济南南下国军收复界首。

丙、翁文灏在立法院报告，平抑物价有具体办法。

丁、社会部长谷正纲到开封督赈。

７﹐３（五，二七）

甲、共军陈毅刘伯承攻占豫东睢县、榆厢铺，国军兵团司令区寿年、师长沈澄年、宋文和战

殁，自商邱来援之黄百韬军被困于铁佛寺。

乙、中美双边协议（即关于美国经济援华之协议）在南京签字，经济援助二亿七千五百万元，

特种赠与一亿二千五百万元，中国承允改善对外商务关系，接待美代表团并协助其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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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细节，须双方协议，美方保有随时停止援助之权。

丙、山东国军收复肥城。

７﹐４（五，二八）

甲、外交次长叶公超谈，希望对日和约早成。

乙、山东共军攻占兖州车站。

丙、察南国军再复延庆，冀东收复遵化。

丁、青年党发表声明，继续参加行政院。

戊、立法委员二百余人组织革新俱乐部。

７﹐５（五，二九）

甲、豫东国军邱清泉部改变战略，自睢县铁佛寺正面撤退，由杞县柿园集东进，迂回敌后，

共军陈毅刘伯承部连夜退走。

乙、山东国军收复泰安，豫南收复周家口、商水。

丙、鄂北共军占谷城。

丁、苏北共军占涟水。

戊、白崇禧在汉口讲演，主整肃人心，切实执行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争取民众，

实施总体战。

己、傅作义在河北参议会讲演，贯澈总动员，爱民保政，实施精神动员，造成军政民整体作

风。

庚、北平东北学生不满救济办法，捣毁巿参议会，与军警冲突，学生死九人，军警死二人，

傅作义宣布戒严。

辛、昆明学潮严重，学生占据云南大学及南菁中学。

壬、特任端木恺为司法院秘书长，雷法章为考试院秘书长。

癸、文学家乔曾劬（大壮）在苏州投河自杀，年五十七岁。

７﹐６（五，三○）

甲、邱清泉解黄百韬之围于豫东，共军陈毅、刘伯承分走鲁西豫西，黄泛区会战结束（据云

共军伤亡九万，国军约二三万）。

乙、傅作义为昨日北平惨案发表声明，对东北学生生活寄以同情，希望事态勿再扩大，防制

暴乱行动。

丙、新任考试院长张伯苓到京。

丁、台风袭台湾上海等处成灾。

７﹐７（六，一）

甲、山东共军扑攻兖州。

乙、任命董钊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代祝绍周）。

丙、定本日为陆军节。

丁、行政院决定公教人员待遇改按当月指数调整。

７﹐８（六，二）

甲、豫南国军败共军于西平上蔡间，共军伤亡约万人。

乙、豫东共军抵山东定陶曹县。

丙、豫鄂间共军迫近襄樊。

丁、山东国军收复平阴。

戊、南京新民报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其【为匪宣传，煽惑人心，沮丧士气】）。

７﹐９（六，三）

甲、共军攻占湖北樊城。

乙、粤南共军攻入广州湾湛江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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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承德解严。

丁、北平学生为７﹐５事件游行请愿，诋毁傅作义。

戊、谷正鼎代理国民党组织部长，黄少谷代理宣传部长。

己、西藏代表沙卡布拉抵旧金山。

７﹐１０（六，四）

甲、中共中央委员会决议，支持国际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之决议。

乙、晋中榆次太谷激战。

丙、北平山海关铁路修复。

丁、白崇禧到蚌埠，主持绥靖会议。

戊、第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以作战不力（失守山东周村），枪决。

己、物价又狂涨。

７﹐１１（六，五）

甲、戡乱动员建国委员会成立（委员全为国大代表及落选立委）。

乙、北平教授四百余人宣言，抗议７﹐５事件。

丙、苏北共军占领宿迁。

丁、鄂北共军猛攻襄阳。

戊、自豫东追击共军陈毅之国军收复考城。

７﹐１２（六，六）

甲、北平军警分别于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附近警备。

乙、沈阳学生为７﹐５北平事件举行大游行。

丙、山东国军收复大汶口。

丁、追击共军陈毅之国军收复鲁西定陶。

戊、河南团队收复镇平。

己、苏北共军占泗阳。

庚、特任田炯锦为考选部长，沈鸿烈为铨叙部长，谢瀛洲为最高法院院长。

辛、米价每石超出三千万元。

７﹐１３（六，七）

甲、苏北共军占宿迁。

乙、广东共军袭击九龙附近。

丙、立法院通过监察法案。

丁、民社党立法委员出席立法院。

７﹐１４（六，八）

甲、监察院同意总统提出之大法官江庸、燕树棠、黄右昌、郗朝俊、张式彝、李伯申、胡伯

岳、洪文澜、张于浔、林彬、刘克俊、沈家彝十二人（未同意者有史尚宽等五人）。

乙、山东共军占兖州，国军师长霍守义被俘。国军收复城武。

丙、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杨爱源谒蒋总统，即返太原。

丁、傅作义亦到太原晤阎锡山，即返北平。

戊、张群、熊式辉商组【励助学社】。

７﹐１５（六，九）

甲、蒋总统电各省巿首长，力求政治上之有效改进，深入基层，使上下之情彻底贯通。

乙、监察院同意总统提出之考选委员陈逸松等十人（未同意者九人）。

丙、东北国军第五十二军刘玉章部收复辽阳。

丁、山东共军再占大汶口。

７﹐１６（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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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河北共军大举进攻定兴、良乡、房山、长辛店等处，北平可闻炮声。

乙、鄂北共军占襄阳，绥靖司令康泽被俘。

丙、山东共军再占泰安。

丁、共军陈毅部复自鲁西经砀山越陇海路南趋。

戊、昆明学潮强制解决，军警学生各有死伤。

己、立法院否决保障人权案（青年党立法委员本日出席）。

庚、柏林局势险恶，英美与苏俄均作空中示威。

７﹐１７（六，一一）

甲、共军进攻太原，应援国军空运到达。

乙、河北共军占新城、涞水。

丙、中共与韩共在平壤订立互助协定，韩共派军赴华北参战，中共将来助韩共进兵南韩。

丁、重庆杨妹不食秘密揭穿。

７﹐１８（六，一二）

甲、徐州砀山间共军被击退。

乙、鲁西共军约五万人渡过河北。

丙、河南国军收复漯河郾城。

丁、票面一万至二十五万元之关金券发行（每元合法币四元），物价猛涨。

戊、沈阳各界【七五】血案慰问团到北平。

己、张群到昆明。

７﹐１９（六，一三）

甲、太原城郊激战，国军退出榆次晋源。

乙、苏北国军收复泗阳。

丙、陕西国军收复栒邑。

７﹐２０（六，一四）

甲、平保线共军攻占徐水，国军收复松林店高碑店。

乙、冀东共军占香河。

丙、共军截断徐州宿县间之津浦铁路。

丁、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到南京（明日回沈阳）。

戊、江水高涨，南京汉口受威胁。

己、南韩选举李承晚为总统。

７﹐２１（六，一五）

甲、熊式辉自南京到北平，晤李宗仁、傅作义（连日和谈传说甚盛）。

乙、立法院决议撤销全国经济委员会，退还【戡乱建国委员会预算案】，不予审议。

丙、任命周鸿经为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辞）。

丁、任命龚学遂为青岛巿长，赵惜梦为大连巿长。

戊、邮资加价，平信一万五千元（战前为四分）

。

７﹐２２（六，一六）

甲、蒋总统飞太原视察，当日返京。

乙、平津線共軍占河西務，攻廊坊、落 。

丙、鲁西国军收复巨野。

丁、立法院同意林云陔为审计长。

７﹐２３（六，一七）

甲、立法院通过三十七年度下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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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国民大会代表三百余人愤立法院退还【戡乱建国委员会委员（大都为国大代表）待遇案】，

召开会议，定明年元旦召集国民大会，修改宪法。

丙、沈阳民众【七五】血案后援会决定８﹐１举行罢巿，罢工，罢教，罢课，罢公。

丁、国军陆续空运增援太原，形势转佳。

戊、河北国军退出武清（寻又进驻）。

己、平津交通恢复。

庚、台湾省地方自治协会成立。

辛、美国华莱士之进步党成立。

７﹐２４（六，一八）

甲、立法院第一届会期结束。

乙、行政院长翁文灏广播，团结一致，加紧动员。

丙、徐州宿县间共军被逐退。

丁、保定外围共军后退。

７﹐２５（六，一九）

甲、蒋总裁招待国民党籍立法及监察委员，谓三个月来经济军事根本上并无变化，军队之新

生力量正在长成。

乙、太原国军反攻得手。

丙、河北国军收复固城。

丁、【非法剔除立委签署候选人护宪会】在成都成立。

７﹐２６（六，二○）

甲、白崇禧自汉口到南京，谒蒋总统。

乙、蒋总统到杭州，转赴莫干山。

丙、美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赖普汉在天津谈话，谓美援未忽视华北。

７﹐２７（六，二一）

甲、行政院公布【侨资及国人在外资金投资国内生产事业申请输入办法】。

乙、张群在昆明辟国共和谣，认和谈绝不可能（近二十日来和平谣传甚盛，谓张曾在北平晤

周恩来）。

７﹐２８（六，二二）

甲、翁文灏发表告国民书，【明辨是非，共赴国难】，斥中共为共产国际支部，出卖主权，危

国害民。

乙、苏北国军收复丰县。

丙、太原国军连日续有进展。

丁、国大会堂封闭（立法院会议系假该处举行）

。

７﹐２９（六，二三）

甲、翁文灏、王世杰、王云五、俞鸿钧等到莫干山，与蒋总统商经济财政问题。

乙、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以黄泛区之役，国防部赏罚不公，自商邱请假回温州原籍（是役国防

部颁给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邱力战有功，反无所获。后经蒋总统劝勉，至九月始复出）。

丙、国军收复鲁西鱼台金乡。

丁、运输机一架在青岛失事，死十九人。

戊、世界运动会在伦敦开幕。

７﹐３０（六，二四）

甲、美大使司徒报告国务院，中国当局之改革以挽回现状已属绝望，任何军事建议与物质援

助，无法促成统一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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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总统自莫干山到上海，对物价问题有所指示。

丙、总统府聘吴敬恒、张静江、李煜瀛、张君劢、曾琦、莫德惠、许崇智、孔祥熙、章嘉、

吴忠信、徐傅霖、李璜为资政，邵力子、李文范、张作相、王树翰、余家菊、戢翼翘、鲍尔

汉、罗桑坚赞等为国策顾问委员会委员。

丁、行政院派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调查北平７﹐５枪杀东北学生事件（东北人士对此案极愤

慨）。

戊、傅作义到保定视察。

７﹐３１（六，二五）

甲、蒋总统自上海返抵南京（离沪前曾召集地方首长谈话）。

乙、山西国军收复榆次晋源，太原威胁解除。

丙、济南外围紧张。

丁、共军攻占皖北阜阳。

戊、浙赣铁路在宜春接轨，全线恢复通车。

己、美英法代表访苏俄外长，商讨柏林封锁问题。

庚、冯玉祥离美国赴苏俄。

８﹐１（六，二六）各地高级将领相继抵南京。

８﹐２（六，二七）

甲、傅作义检阅平津铁路在线部队。

乙、前日军驻华司令冈村宁次以战犯起诉。

８﹐３（六，二八）

甲、南京军事会议开始（８﹐６闭幕）。

乙、国民党举行党务改进座谈会。

丙、冀东国军收复丰润。

丁、鄂中国军收复安陆。

８﹐４（六，二九）

甲、国民党党务座谈会结束，主树立党的新作风。

乙、特派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重庆绥靖公署主

任，汤恩伯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丙、冀东国军收复卢龙、迁安。

丁、鄂北国军收复南漳。

戊、陕南国军收复河南荆紫关。

己、郑州国军收复新郑。

８﹐５（七，一）

甲、中美换文，组织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乙、国军收复襄阳。

８﹐６（七，二）

甲、鄂北国军收复樊城。

乙、陕西国军收复韩城。

丙、教育部解散湖北师范学院（前日该院学生捣毁院长住宅）。

８﹐７（七，三）

甲、宋子文、张群相继到京商经济方案。

乙、湖北共军攻占远安（宜昌吃紧）。

丙、天津国军收复胜芳镇。

丁、郑州国军收复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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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七，四）

甲、美总统杜鲁门授权军事负责人，按照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军援计划，即以武器拨交中国。

乙、翁文灏、宋子文、张群会商经济改革问题。

丙、国军空运抵济南增援。

丁、郑州国军收复荥阳。

戊、冀东国军收复共军之根据地三屯营。

己、上海大雷雨，走电失火，死五十七人。

８﹐９（七，五）

甲、蒋总统自南京抵牯岭（行前曾访白崇禧，并主持中央政治会议）。

乙、美国经济合作署驻华分署署长赖普汉在沪谈话，华北东北情势不如所传之严重，中国如

能加速改革，美援尚可增加。

丙、湖北共军攻占当阳。

丁、冀东国军收复遵化。

戊、郑州国军收复汜水。

８﹐１０（七，六）

甲、蒋总统电邀李宗仁副总统自北平往庐山会商。

乙、美大使馆向国务院建议继续加强援助国民政府，或使中国分为联邦，国共划分地域。蒋

总统本人不能改变改革，引进有能力之人。

丙、皖北英军占颖上（明日为国军收复）。

丁、东北人士为北平【七五】事件在京请愿。

戊、河南山东学生千余人包围教育部，要求增加救济费并分发各大学。

８﹐１１（七，七）

甲、行政院派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瀚为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委员。

乙、豫南国军收复淅川。

丙、鲁西国军收复鱼台。

８﹐１２（七，八）

甲、美国务卿马歇尔指示驻华大使馆，美政府无意再为中国作调人（翌日再指示，谓美政府

仍须保持行动上最大之自由）。

乙、特派张治中为西北军政长官。

丙、三十七年度下半年总预算施行条例（总数为三百二十三万余亿）。

丁、陕西共军再占韩城。

戊、湖北国军收复当阳。

己、河南国军收复巩县、新郑。

庚、外交部长王世杰声明临时承认韩国政府，并派刘驭万为驻韩代表。美国亦同时承认。

辛、清华大学教授文学家朱自清病卒，年五十一岁。

壬、苏俄女教员柯森金纳夫人自纽约俄领事馆跳楼。

８﹐１３（七，九）

甲、美大使司徒雷登偕西太平洋美舰队司令白吉尔到牯岭。

乙、留京之国民大会代表再度商开国民大会临时会议，并痛诋立法院。

丙、豫东共军占野鸡岗，截断甫经接轨之陇海铁路。

丁、物价连日猛涨，黄金每两超出六亿元，现洋每元近八百万元。

８﹐１４（七，一○）

甲、蒋总统与司徒雷登、白吉尔长谈。

乙、苏北国军再复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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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英国所赠之【重庆】巡洋舰及【灵甫】驱逐舰到京。

丁、空军节，授勋空军将士。

８﹐１５（七，一一）

甲、孙科、龙云自南京到牯岭。

乙、李宗仁在北平表示，希望和平。

丙、太原外围战事又紧，国军空运续到。

丁、湖北国军收复远安及潜江。

戊、郑州国军收复长葛。

己、大韩民国正式成立，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参加典礼。

８﹐１６（七，一二）

甲、华北军政会议在北平开幕。

乙、吴铁城、张嘉璈、郑介民到牯岭，宋子文回广州。

丙、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到汉口，处理湖北师范学院及流亡学生问题。

丁、郑州国军收复密县及偃师。

戊、共军自河北渡河集中鲁西，趋菏泽曹县。

８﹐１７（七，一三）

甲、副总统李宗仁自北平返京，拒对和谣表示意见。

乙、行政院令各地治安机关依据刑事法令，澈底肃清匪谍。

丙、政府发表共产党制造学潮证据。

丁、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自北平返京，报告【七五】事件真相。

戊、美大使司徒雷登及美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离牯岭返京。

己、上海真茹军械库爆炸。

庚、暹罗滥捕华侨，外交部提强硬抗议。

８﹐１８（七，一四）

甲、蒋总统及孙科自牯岭回京。

乙、特种刑事法庭票传南京、北平等地共产党学生（匪谍即【职业学生】）数百名（南京一

百四十七人，北平二百五十余人）。

８﹐１９（七，一五）

甲、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及金银外币（法币三

百万元折合金圆一圆，金圆二圆折合银币一圆，金圆四圆折合美钞一圆），登记外汇资产，

加强管制经济，公教人员待遇以四十元为基数，四十元以上分别二折一折。

乙、任命关麟征为陆军副总司令。

８﹐２０（七，一六）

甲、银行钱庄奉令休业二日（８﹐２２为星期日）。

乙、蒋总统招待京沪工商金融人士说明改革币制苦心，盼各界拥护政府决策。

丙、翁文灏发表谈话，说明财政经济紧急措施意义。

丁、金圆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委员九人发表。

戊、天津成都传讯共产党学生。

己、美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之建议，每不为蒋总统所重视。

８﹐２１（七，一七）

甲、蒋总统电各省巿政府，晓示政府改革币制稳定经济决心，命切实执行。

乙、派俞鸿钧及蒋经国、张厉生及王抚洲、宋子文及霍宝树，为上海、天津、广州各区经济

管制督导员。

丙、张群自上海到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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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陕西共军攻澄城，国军收复商南及白河。

戊、豫西共军占卢氏，豫东国军收复陈留。

己、北平一部分教授抗议传讯学生。

８﹐２２（七，一八）

甲、蒋总统发表谈话，澈底执行财政经济改革，清除各大学潜伏匪谍，决不姑息。戡乱乃抗

战之延长，本质上为民族战争。

乙、翁文灏再电各省巿政府，严申物价以本月十九日为准。

丙、张群初晤麦克阿瑟。

丁、华北军政检讨会闭幕。

８﹐２３（七，一九）

甲、金圆券开始发行，物价微有波动。

乙、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俞鸿钧、蒋经国正式办公。

丙、东京电，传日本有秘密组织，从事台湾独立运动。

８﹐２４（七，二○）

甲、政府限令各业恢复本月十九日价格。

乙、蒋经国命上海调查机关负责人员检举主要投机商人。

丙、武汉传询共党学生。

丁、苏俄停闭纽约、旧金山两领事馆，并促美国停闭海参崴领事馆。

８﹐２５（七，二一）

甲、张群接见日本首相 田均，会谈二小时半。

乙、河南安徽省政府改组，分由张轸、夏威任主席（刘茂恩、李品仙免）。

丙、国军收复豫西卢氏及豫东周家口。

丁、蒋经国召开会议，商油面棉纱定价问题。

８﹐２６（七，二二）

甲、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议，决限制利息，取缔囤积居奇，处罚违反限价。

乙、总统公布整理财政补充办法，变更稽征方式，改订税率。

８﹐２７（七，二三）

甲、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设置上海区物资调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及物价审议委员会。

乙、蒋经国出席戡乱建国大队记者招待会。

丙、上海传询共党学生（六十余人被捕）。

丁、孔子诞辰，各机关放假，并举行祭祀。

８﹐２８（七，二四）

甲、冀东国军收复乐亭。

乙、拟赴共区之中央大学学生三人分别被判六年五年徒刑。

丙、上海十八家银行仓库被检查。

８﹐２９（七，二五）

甲、蒋经国召集上海各检查机关人员，商检查及控制巿场办法。

乙、共军再占豫西陕州，国军收复豫东商水。

８﹐３０（七，二六）

甲、蒋经国出席上海商会召开之各同业公会理事长会议。

乙、皖北国军收复涡阳。

８﹐３１（七，二七）

甲、冯玉祥在黑海敖德萨港附近俄轮【胜利】号上被焚死（冯于月初离美赴俄）。

乙、张群再晤麦克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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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湖北国军收复随县。

丁、豫西国军再复陕州。

戊、傅作义电蒋总统，对北平【七五】事件自请处分。

己、南京各校教授要求改善待遇。

９﹐１（七，二八）

甲、特派王世杰为出席联合国第三次大会首席代表，蒋廷黻、彭学沛、钱泰、张彭春为代表。

乙、江苏省政府改组，以丁治盘代王懋功为主席。

丙、上海巿场摇动。

丁、豫中国军收复洧川。

９﹐２（七，二九）

甲、泄漏改革币制消息乘机牟利之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所谓在沪抛售纱股之隐名士）被拘，

涉及该部秘书主任徐百齐。

乙、外交部宣布一九三九年中俄航空协议满期（明年九月）失效。

丙、外交部亚西司长卜道明到莫斯科。

９﹐３（八，一）

甲、抗战胜利三周年纪念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勉全国官兵。

乙、申新纱厂总经理荣鸿元因私套港汇，证券经纪人杜维屏（杜月笙之第二子）因币制改革

前夕抛售永安纱股，被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扣押。

９﹐４（八，二）

甲、行政院公布整理外币公债办法及提前清偿法币公债办法。

乙、上海林王公司要犯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丙、行政院通过商营银行调整资本办法。

丁、派宋希濂为华中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为徐州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

戊、广九铁路覆车，死伤达百余人。

９﹐５（八，三）

甲、上海巿长吴国桢以不满蒋经国之措施，赴南京辞职（未准）。

乙、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自兰州赴河西视察。

丙、皖北国军再复泗县。

丁、波兰共产党秘书长戈穆卡以对狄托取谅解态度被免职。

９﹐６（八，四）

甲、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蒋总裁报告改革币制，管制经济经过，并以节约相勉。

乙、皖北国军收复亳县。

丙、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自美返国。

９﹐７（八，五）

甲、蒋经国到南京见蒋总统，报告上海经济管制情形（即返沪）。

乙、苏北国军收复宿迁。

丙、豫西国军收复陕州。

丁、立法院第二次会期开始。

９﹐８（八，六）

甲、张群三晤麦克阿瑟。

乙、上海各商业银行遵照蒋经国之令，将外汇三千万美元移存中央银行。

丙、行政院设置节约指导委员会。

９﹐９（八，七）

甲、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自南京返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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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豫西国军收复卢氏。

丙、北平研究院举行学术会议及第十九周年纪念会。

丁、国立湖北师范学院风潮解决，新院长接事。

９﹐１０（八，八）

甲、张群四晤麦克阿瑟。

乙、翁文灏出席立法院报告财政经济措施。

丙、华北汉奸王揖唐执行死刑。

丁、日战犯影佐祯昭病死。

戊、北韩内阁成立，金日成任总理。

９﹐１１（八，九）

甲、察北共军攻占沽源东北平定堡。

乙、苏北国军收复沭阳。

丙、主计部长徐堪到重庆，视察财政经济情形（寻赴蓉滇）。

９﹐１２（八，一○）

甲、东北共军大举进攻辽西锦州、义县、绥中、兴城。

乙、蒋经国在上海宣布澈底消灭经济反动力量。

丙、韩国代表赵炳玉等到南京，谒蒋总统。

９﹐１３（八，一一）

甲、张群离东京，返抵上海。

乙、冀东共军进攻北宁线之石门。

９﹐１４（八，一二）

甲、津浦铁路宿县固镇间之桥梁被共党破毁。

乙、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到南京（明日回济南）。

９﹐１５（八，一三）

甲、共军陈毅大举进攻济南，国军退出长清齐河。

乙、辽西激战，冀东昌黎一度不守。

丙、蒋总统发起勤俭建国运动（晚间广播该运动纲领）。张群自上海抵南京，谒蒋总统。

丁、福建省政府改组，李良荣代刘建绪为主席。

戊、派马鸿逵、马步芳、郭寄峤、马鸿宾、陶峙岳为西北军政副长官。

己、任陈可忠为中山大学校长。

庚、上海物价波动。

９﹐１６（八，一四）

甲、辽西锦州外围及义县激战。

乙、冀东共军占北戴河。

丙、共军占济南东郊茂岭山。

丁、教育部于江南各地设临时联合中学，收容河南山东流亡学生。

９﹐１７（八，一五）

甲、济南外围激战，烟火弥漫。

乙、外交部长王世杰离南京赴巴黎。

丙、蒋经国召开紧急检查会议，商棉纱布出口及金钞检查问题。

丁、监察院发表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等泄漏重要机密非法投机牟利案调查报告（在币制改革前

夕抛出纱股三千万股，获利五亿元），并纠举财政部长王云五。

戊、美国军事顾问团改为联合顾问团（１１﹐１开始工作）。

９﹐１８（八，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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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辽西共军占前卫站。

乙、冀东共军迫秦皇岛，为海陆军遏止。

丙、济南攻守战惨烈，共军占外围之古城。

丁、暹罗新任驻华大使罗亚皮班递国书。

９﹐１９（八，一七）

甲、国军第八十四师长吴化文（韩复矩旧部，抗战期间投敌，胜利后改编，与王耀武不和），

在济南叛投共军。

乙、秦皇岛及锦州外围激战。

丙、北平施行经济检查。

９﹐２０（八，一八）

甲、共军得吴化文部引导，攻入济南商埠。

乙、陕西国军收复商南。

丙、盐务总局长缪秋杰因案停职。

９﹐２１（八，一九）

甲、立法院讨论土地改革及改善公教人员待遇。

乙、共军攻入济南永固门。

丙、苏北国军收复涟水。

丁、联合国第三届大会在巴黎开幕（会议期间马歇尔向王世杰建议，以麦克阿瑟任美国驻华

军事顾问团长，未获肯定答复）。

９﹐２２（八，二○）

甲、何应钦及美国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到青岛。

乙、设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

丙、共军占济南商埠。

丁、财政部长王云五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

９﹐２３（八，二一）

甲、济南巷战，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飞上空视察。

乙、中央研究院举行二十周年纪念及第一次院士会议。

丙、上海经济管制督导专员办公处限五日内登记存货。

９﹐２４（八，二二）

甲、共军攻入济南城内。守军约七万人被俘或伤亡，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突围。

乙、锦州外围大战，共军攻入兴城。

丙、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到京。

丁、绥远共军占和林、凉城、丰镇，傅作义自北平一度归绥部署。

戊、立法院质询军事外交情形，参谋总长顾祝同声言确保济南。

己、蒋经国召集上海工业界人士谈话（时不少工厂因限价而缺原料，因缺原料而减工）。

９﹐２５（八，二三）

甲、共军陈毅占济南省政府，国军钱伯英旅全部战殁。

乙、鲁西国军收复曹县、鱼台。

丙、冀东国军收复昌黎。

丁、平绥路下花园附近路轨被毁。

戊、上海物资开始总登记。

己、俄代表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斥责美国策划对俄战争。

９﹐２６（八，二四）

甲、卫立煌自南京返沈阳，奉令西援锦州，参谋总长顾祝同同来督师（守锦州之范汉杰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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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煌不和）。

乙、共军占绥远集宁。

丙、共军攻占济南城外之千佛山四里山，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被俘。

丁、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大会。

戊、苏俄声明有权管制柏林水陆客货运输，美英法决定将柏林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

９﹐２７（八，二五）

甲、锦州外围连日剧战，锦州锦西间铁路被切断。

乙、共军扑攻归绥，即西趋。

丙、日外务省称，东北中共军中之旧日军约六万人。

丁、美英法正式照会苏俄，决向安全理事会控诉其封锁柏林，威胁国际和平。

戊、英外相贝文在联合国大会演说，责苏俄无和平诚意。

己、英法荷比卢五国会商联防准备工作。

９﹐２８（八，二六）

甲、张群广播赴日观感，谓日军国主义已无复活可能，惟思想尚待革命，经济复兴关键系于

中国，我应主动领导亚洲世纪。

乙、行政院召开之谈话会，商调整物价问题（蒋经国亦参加）。

丙、北平巿民政局长马汉三等以贪污枪决。

９﹐２９（八，二七）

甲、蒋总统与巴大维会商，决改变防守据点及城巿之战略。

乙、立法院质询当前军事。

丙、辽西共军攻占兴城、绥中。

丁、鲁西国军收复城武。

戊、李品仙、孙震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孙震兼川鄂边区绥靖主任）。

己、财政部长王云五晤美财长史奈德。

庚、上海禁止日用品出口。

辛、民社党革新派主席伍宪子辞职。

９﹐３０（八，二八）

甲、蒋总统到北平，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青年部长陈

雪屏随行。

乙、中央银行收兑黄金外币展期至十月底，银币白银展期至十一月底。

丙、流亡南京之河南学生全部遣送完毕，分别由新设立之联合中学收容。

丁、绥远国军收复集宁。

１０﹐１（八，二九）

甲、蒋总统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命傅作义援锦州（先命侯镜如率两军出动）。

乙、共军攻占辽西义县。

丙、太原外围激战。

丁、山东共军陈毅部编为五个兵团，十七个纵队。

戊、宋美龄自京到沪（传与上海扬子公司囤积大批汽车钢铁棉纱案有关，该公司经理为孔祥

熙之子令侃）。

己、上海等处发生抢购风潮。

庚、革命耆老黄复生卒于重庆。

１０﹐２（八，三○）

甲、蒋总统到沈阳，周至柔、郭忏同行，严命卫立煌援锦州。

乙、辽西共军攻占义县，国军王世高师长（滇军）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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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绥远国军收复和林凉城。

丁、察省宣化以东激战。

戊、烟酒增税，香烟店停业二日。

己、苏俄改变原子能政策，主在国际管制获得协议前暂不销毁及禁止原子武器。

庚、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广播勤俭建国。

１０﹐３（九，一）

甲、蒋总统由沈阳回北平，顾祝同回南京。

乙、辽西战事暂停，赴援国军自葫芦岛登陆。

丙、共军迫张家口外围。

丁、河北国军收复徐水。

戊、上海抢购物资之风益烈。

己、苏俄建议重开四国柏林问题谈判。

１０﹐４（九，二）

甲、蒋总统到卢沟桥巡视。

乙、长春国军出击（明日收复大房身机场）。

丙、察省宣化以东共军被击退。

丁、河北共军占固安。

戊、总统府国策顾问陈树人病逝广州，年六十五。

己、英国参谋总长蒙哥马利任西欧联军统帅。

庚、苏俄代表反对将柏林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

１０﹐５（九，三）

甲、蒋总统自北平到天津，乘舰巡视塘沽新港。

乙、陕北共军彭德怀、王震南攻大荔、白水。

丙、河北国军收复满城。

丁、抢购物资风潮蔓延各地，上海食米来源短绌。

戊、柏林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

１０﹐６（九，四）

甲、沈阳国军出击，收复鞍山，长春国军收复小房身。

乙、辽西共军东折，阻截自沈阳西进之廖耀湘新五军。

丙、陕西共军攻占大荔。

丁、河北共军再占新城。

戊、鲁南国军收复郯城。

己、何应钦、顾祝同兼任中央训练团正副团长。

庚、任王之卓为交通大学校长。

辛、行政院决议撤销四联总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处）。

１０﹐７（九，五）

甲、蒋总统自天津返北平。

乙、共军攻平绥路昌平。

丙、平汉路南段国军收复河南漯河。

丁、京沪江浙皖五省巿举行经济管制会。

戊、监察院审计长林云陔卒于南京，年六十四。

己、日本 田内阁辞职。

庚、俄机在柏林空中走廊实弹演习。

１０﹐８（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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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总统在北平召见行政院副院长兼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张厉生，即飞抵上海，召见上

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俞鸿钧、蒋经国。

乙、立法院退回行政院改编之总预算案。

丙、汉口空军连日出动，轰炸豫南共军。

丁、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处许可物资出境。

戊、中国亚洲关系协会成立。

１０﹐９（九，七）

甲、蒋总统自上海返南京。

乙、沈阳国军西进，收复彰武台门及秀水河子。

丙、河北国军收复新城。

１０﹐１０（九，八）

甲、本日国庆，蒋总统勉国人纠正侥幸心理，革除怠懈积习，完成戡乱建国工作。

乙、辽西共军大举猛攻锦州，城郊发生激战。

丙、开封郑州疏散。

丁、十科学团体在南京举行年会。

１０﹐１１（九，九）

甲、蒋总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讲述时局，承认当前政治经济及军事情形相当严重，但

绝不悲观，望团结意志，安定人心，提高警觉。

乙、沈阳出击国军收复彰武。

丙、陕西国军猛烈反击，连克大荔以北各据点。

丁、平绥路共军攻居庸关青龙桥，平汉路共军攻高碑店。

戊、共军占察绥边境之兴和。

己、财政部长王云五自美返抵南京。

１０﹐１２（九，一○）

甲、辽西共军占小凌河，逼锦州巿区。东进国军收复塔山。

乙、陕西国军败共军于大荔。

丙、太原城郊攻防战猛烈进行。

丁、信阳北上国军收复临颖。

戊、上海【正言报】奉令停刊。

己、汉口大火。

１０﹐１３（九，一一）

甲、辽西共军攻占锦州北大营，东进国军越高桥猛进。

乙、察南国军击溃平绥路青龙桥共军，怀来、康庄、沙城、土木共军亦被击退。

丙、太原附近共军攻占武宿。

丁、陕西国军收复朝邑。

戊、河南参议会请派大军分守汴郑。

己、派刘峙、张钫、何思源、韩德勤等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

庚、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辞，由何廉代理。

辛、苏俄承认北韩之平壤政府。

１０﹐１４（九，一二）

甲、共军林彪占锦州，冀辽热边区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被俘，

第九十三军两师叛变。

乙、太原国军收复风阁梁。

丙、未当选各党提名之立法委员成立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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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民主自由党吉田茂当选首相。

１０﹐１５（九，一三）

甲、蒋总统自南京到沈阳，夫人同行，督促国军西进，杜聿明亦自徐州至。严令廖耀湘兵团

攻占新立屯，速援锦州。

乙、烟台国军撤退。

丙、国军败共军聂荣臻部于平绥路八达岭。

丁、共军攻占察北商都。

戊、共军再攻太原。

己、国军收复苏北东台。

１０﹐１６（九，一四）

甲、蒋总统自沈阳抵北平。

乙、杜聿明自沈阳赴辽西指挥。

丙、陕北国军收复合阳、澄城。

丁、陕南国军收复河南荆紫关。

戊、平绥路国军再败共军于延庆八里庄。

己、国立北平师范学院改为大学。

庚、美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中国政府及蒋总统现在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之人日见

加多。

１０﹐１７（九，一五）

甲、长春国军第六十军长曾泽生（滇军）叛变，共军攻入巿区，新七军李鸿部损失甚大（李

恋一中共女间谍，军情多泄露）。

乙、辽西西进国军收复大重山新立屯。东进国军被阻于塔山高桥间。

丙、绥南共军又向归绥附近进扰。

丁、太原近郊激战。

戊、立法委员尹述贤、罗衡等组织【民主自由社】。

１０﹐１８（九，一六）

甲、蒋总统再飞沈阳，当日返北平召开会议，卫立煌、杜聿明均到（拟以杜聿明代卫立煌，

杜辞）。

乙、立法院检讨物价，翁文灏、王云五出席说明。

丙、襄阳国军收复枣阳。

丁、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赖普汉主美国长期援华。

戊、中英香港关务缉私协定及划界附图在京换文。

１０﹐１９（九，一七）

甲、长春防守司令郑洞国据守巿中心。

乙、鄂北国军收复随县。

丙、绥远共军进至乌兰花、武川。

丁、北韩俄军开始撤退。

１０﹐２０（九，一八）

甲、察南共军占涿鹿（明日为国军收复）。

乙、行政院决议上海分期禁舞，每月停业一舞厅。

丙、上海食米供应问题益趋严重。

丁、卫立煌、杜聿明自北平进沈阳，下令反攻锦州，并增兵营口。

１０﹐２１（九，一九）

甲、东北共军占领长春，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郑洞国及新七军长李鸿均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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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豫中共军（陈赓部）分路进逼郑州。

丙、国军自西安空运抵太原。

丁、晋北国军收复天镇。

戊、皖北共军占凤台（明日为国军收复）。

己、蒋经国访翁文灏谈物价问题，不得要领。

１０﹐２２（九，二○）

甲、国军退出郑州（上月底已作撤退准备）。

乙、共军（聂荣臻部）再逼归绥包头，占托县萨县。

丙、美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国军已完全丧失战斗意志。

丁、立法院讨论中俄关系。

１０﹐２３（九，二一）

甲、国军退出绥远包头。

乙、沈阳国军收复海城。彰武国军撤出。

丙、翁文灏到北平谒蒋总统，商经济问题。

丁、立法院检讨时局。

戊、蒋经国为限价问题发表【敬向上海人民进一言】。

己、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请示，如国民政府被迫他迁，是否仍然承认支持，可否建议蒋

总统退休，由李宗仁或其它较有希望之领袖代之，并承认支持将来之联合政府（马歇尔答复

谓不便建议蒋退休，国府若迁出南京，崩溃消灭或并入共党之联合政府时，承认与否，须视

美国利益而定）。

１０﹐２４（九，二二）

甲、开封国军东撤。

乙、进援锦州之廖耀湘兵团被围。

丙、辽南国军收复营口。

丁、热河国军收复隆化。

戊、苏北国军收复新安。

己、豫南国军进击桐柏山以西共军。

庚、蒋总统宴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学者胡适等，谈经济问题。

辛、上海工人要求借薪加资，学生准备举行反豪门运动（为扬子公司事）。

１０﹐２５（九，二三）

甲、长春共军南渡辽河，进扰铁岭以南之辽河屯、乱石山。

乙、辽西大战在黑山北镇间开始。

丙、山西共军再攻太原。

丁、鄂北共军攻占应山。

戊、各地食粮不易购买，黑巿价涨。

己、蒋经国召上海各业负责人谈话，经济管制政策决不放弃，要求按限价供应巿面（时粮食

问题愈严重）。

庚、北平教授多人上书政府为民请命，解除人为的经济苦难与不平。北平大学教授停教，成

都各学校亦停教。

辛、翁文灏自北平回南京。

壬、江海关贪污案主犯尹兰荪等枪决。

癸、台湾庆祝光复节。

子、苏俄否决安全理事会关于解决柏林问题之折衷建议。

１０﹐２６（九，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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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傅作义到张家口布置（１０﹐２８返北平）

。

乙、辽西共军进攻新民半拉门及新立屯。

丙、鄂北国军收复老河口。

丁、浙江泰顺为【浙南人民解放军】邹丹甫攻占。

戊、立法院讨论根绝抢购。

己、全国工程师年会在台北开幕（１０﹐２９闭幕）。

１０﹐２７（九，二五）

甲、蒋总统飞承德视察即返北平。

乙、进援辽西之廖耀湘兵团在彰武黑山间败覆，廖及军长李涛、白凤武、郑庭笈以下十余万

人被俘。

丙、派杜聿明为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

丁、豫东国军退出民权。

戊、湖北国军收复应城。

己、北京大学教授会要求取消限价。

庚、经济管制委员会讨论管制新办法（明日续商），决定一切放任，粮食可自由买卖，工资

可调整，货物可合本定价。

１０﹐２８（九，二六）

甲、东北国军退新民铁岭。

乙、沈阳各机关紧缩遣散。杜聿明奉蒋召赴北平（１０﹐３０返沈阳，中途折回）。

丙、保定国军南下，收复方顺桥，赴援太原。

丁、斯大林谴责英美企图凭借侵略政策，发动战争。

１０﹐２９（九，二七）

甲、蒋总统答美记者 A。T。Steele，美应重视中国局势，无完整之东北即无和平之东亚，拯

救亚洲工作应以中国为重心。

乙、东北共军自新民东渡巨流河，自沈阳辽西东进，国军攻占塔山。

丙、立法院讨论当前经济危机，主取消限价。

丁、监察院对行政院经济政策提出纠正。

戊、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携经济改革补充办法飞北平向蒋总统请示。

己、巴勒斯坦北部犹太军发动攻势。

１０﹐３０（九，二八）

甲、蒋总统自北平回抵南京。

乙、卫立煌自沈阳出走，守军撤退（东北国军损失约三十万人，其中有八个美式装备师）。

丙、辽西东进国军收复高桥。

丁、保定南下国军收复定县。

戊、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到青岛。

１０﹐３１（九，二九）

甲、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粮食依巿价交易，自由运销，

纱布、糖、煤、盐及其它日用品由政府核示定价，公用交通事业调整价格，调整公教人员待

遇及工资，调整税收。

乙、辽宁新民附近续有激战，国军两个师投降。

丙、太原城郊剧战。

丁、美国援华军火决提前启运。

１１﹐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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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总统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说明东北战局及失败原因，共军尚难遽予华北局势以直接

威胁，整个战局必可无虞，坚定信心，补救缺陷。翁文灏报告财政经济措施，质询者颇多。

乙、翁文灏及财政部长王云五请辞。

丙、美英劝告华北侨民撤退。

丁、共军开始进入沈阳（国军第五十三军一师投共，军长周福成被逐）。

戊、共军再度迫近归绥。

己、国军第七兵团黄百韬堵击自山东南下之共军陈毅于郯城、邳县一带。

庚、云南山东大学教授罢教，要求改善待遇。

辛、中国人民解放军分编为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野战军（是年初，西北野战军改

为第一野战军，辖两兵团；中原野战军为第二野战军，辖三个兵团；华东野战军为第三野战

军，辖四个兵团；东北野战军为第四野战军，辖四个兵团；华北野战军辖三个兵团；分由彭

德怀、刘伯承、陈毅、林彪、聂荣臻任司令员）。

１１﹐２（一○，二）

甲、沈阳失守。

乙、辽西国军收复兴城，并败共军于高桥附近。

丙、据估计，国军百分之八十之美国装备均为共军（解放军）所得。

丁、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巿民书，表示歉意（蒋在上海工作结束）。

戊、立法院对经济改革失败，开会质询翁文灏。

己、出席联合国大会之外交部长王世杰返抵南京。

１１﹐３（一○，三）

甲、翁文灏及行政院各首长决定总辞职。

乙、行政院通过公教人员待遇按十月份新标准加一倍半。

丙、冀东国军收复三河。

丁、鄂东国军收复广济黄梅。

戊、豫北国军收复封邱。

己、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共和党杜威失败。

庚、武汉各校教职员及南京小学教员总请假，要求改善待遇。

１１﹐４（一○，四）

甲、东北国军（第五十二军刘玉章）撤离营口（沈阳营口国军十五万人被俘，余部登船转葫

芦岛）。

乙、中共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云为主任委员，王有道、张学诗副之，伍修权任卫戍

司令，张兼辽宁省主席。

丙、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到南京。

丁、太原空运恢复，共军四次攻击被阻。

戊、察东国军收复赤城、尚义、龙关，晋北收复阳高。

己、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辞职。

庚、南京中央日报社呼吁【赶快收拾人心】。

辛、南京中小学教员罢教，要求改善待遇。

壬、蒋总统电贺杜鲁门。

１１﹐５（一○，五）

甲、鲁南共军陈毅部进至临城、城武、郯城。

乙、商邱及海州国军分向蚌埠徐州集中，阻共军进犯。

丙、皖北国军孙元良部收复蒙城、涡阳。

丁、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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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美大使馆通告苏皖美侨撤退，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亦宣布南京美军眷属撤退。

己、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刘不同等致书蒋总统、毛泽东呼吁和平。

庚、翁文灏、王云五分别到行政院财政部办公。

辛、翁文灏发表谈话，盼美国积极援助。

壬、美新任副总统巴克莱谈话，美将继续援华。

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战犯东条英机等判决书。

１１﹐６（一○，六）

甲、南京军政会议结束，决定实行战时体制。

乙、傅作义自南京返抵北平。

丙、皖北国军收复阜阳。

丁、察北国军收复崇礼，晋北收复天镇。

戊、物价连日狂涨，食粮仍难购买。

己、美大使馆报告国务院，中国局势恶化，任何军事援助亦于事无补。巴大维报告陆军部，

国军失利非由于武器或军火之缺乏，乃由于领导无方，昏聩无能，贪污狡诈。主撤回顾问团。

１１﹐７（一○，七）

甲、毛泽东电贺苏俄国庆，主由俄发起全世界性反帝国主义阵线。

乙、白崇禧自南京返抵武汉。

丙、广州中山大学共区学生上书教育部请求紧急救济。

丁、上海户口总清查。

１１﹐８（一○，八）

甲、徐州会战开始，共军分路攻黄口、韩庄及运河两岸。守运河（贾汪）之国军冯治安部师

长何基澧、张克侠率二万余人投共军。

乙、津浦路南段明光以南及临淮关路轨被破坏。

丙、共军五度猛攻太原。

丁、蒋总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讲演，决心贯彻戡乱方针，经济上将采有效措置。

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检讨外交政治（外交政策应慎重，内阁权力须加强，均以便利军事

为目标）。

己、上海多处发生抢米事件。

庚、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赖普汉谈话，决助我解决配粮困难。

辛、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副国务卿罗凡特会商中国局势，决继续经济援助。

１１﹐９（一○，九）

甲、徐州西路第二兵团邱清泉国军败共军于黄口。

乙、葫芦岛锦西国军南撤（增防徐州）。

丙、美经济合作分署长赖普汉电香港借米万吨济沪。

丁、南京多处发生抢米事件（上海续有抢米事件）。

戊、王世杰在立法院报告外交，列举去年六月二十五日以苏俄未履行中俄友好条约之事实，

及今后请求美援原则（欧亚并重，军事及经济援助并重）。

己、蒋廷黻再晤马歇尔，商援助事（１１﹐６请派一特别军事代表团，并由美人指挥中国军

队，马不允）。

庚、立法院革新俱乐部发表当前时局主张（该组织为国民党之二陈系）。

１１﹐１０（一○，一○）

甲、首都卫戍区宣布临时戒严。

乙、公布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条例。

丙、行政院决议收缩通货，并用纱布及其它日用品换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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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南京续有抢米事件，食品公司亦被抢。

戊、外交部证实王世杰在巴黎时曾与美国务卿马歇尔商谈借款，现在赓续洽商中。

己、华北总部证实美援物资将直接运交。

庚、财政部长王云五辞职，徐堪续任，庞松舟为主计长。

辛、杜聿明到徐州，任副总司令。

壬、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撤职查办。

癸、绥远国军收复陶林、兴和。

子、滇南龙武失守。

１１﹐１１（一○，一一）

甲、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金银外币准许持有，银币准许流通，政府铸造金圆，金圆券存款

时得以同额金圆券兑换金银，改订金圆券兑换率，黄金每两一千圆，白银每两十五圆，银币

每元十圆，美钞每元二十圆。

乙、徐州东路碾庄八义集一带激战，第七兵团黄百韬部第四十四师长刘声鹤阵亡。

丙、淞沪警备区宣布临时戒严。

丁、联合国政治委员会讨论裁军，中国代表蒋廷黻提出控诉，指责苏俄援助中共。俄代表维

辛斯基诋侮中国政府。

１１﹐１２（一○，一二）

甲、徐州东路国军（黄百韬部）得空军之助，败共军于碾庄附近。

乙、淮南铁路合肥水家湖间被共军破坏。

丙、察北国军收复商都。共军再占绥东兴和。

丁、傅作义发表演说，决心战胜极权，今日局面非危机，乃转机、生机。

戊、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

武藤章七人处死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 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

小矶国昭、木户幸一、大岛浩、南次郎、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梅津美治郎等

十二人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处二十年徒刑，重光葵处七年徒刑。

己、美参议员白里奇要求总统召集特别会议，加强援华。

１１﹐１３（一○，一三）

甲、徐州东翼国军黄百韬部被围于碾庄，共军前锋进至距徐州三十华里之大庙，邱清泉部东

援。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军长孙良诚等五千余在河南投共军。

乙、皖北共军（刘伯承部）进攻津浦线之夹沟符离集，并破坏蚌埠以南明光附近路轨。

丙、杜鲁门函覆蒋总统，供应品已加速输送，婉辞派遣高级军官为顾问，仍将继续使援华计

划尽速履行。

丁、驻美大使顾维钧呼吁援华，希望美国予以十亿美元之援助。

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陈布雷忧时自杀，年五十九。

己、南京举行粮食会议，苏浙皖赣湘鄂川粤闽台等省主席均出席，注重征粮足额，自由流通。

庚、绥远国军收复陶林武川。

１１﹐１４（一○，一四）

甲、共军西路主力攻占皖北宿县及固镇，迫进徐州南郊。

乙、徐州东进之邱清泉兵团攻下据点数处，进援碾庄，刘峙杜聿明赴前线督师。

丙、国军退出承德。

丁、绥远国军再度收复兴和。

戊、湖北国军收复老河口。

１１﹐１５（一○，一五）

甲、徐州南郊共军为国军李弥孙元良部所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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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路被围之黄百韬部得邱清泉之援，展开反击。

乙、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视察，当日返京。

丙、陕西共军彭德怀王震再攻合阳澄城。

丁、河北共军聂荣臻攻保定。

戊、苏北共军攻泰县姜堰。

己、美议会援外监督委员会派遣来华视察之前美驻俄大使蒲立德到上海（翌日到南京）。

庚、立法院民主自由社主征用豪门外汇，惩处失职官吏，加强对美外交。

１１﹐１６（一○，一六）

甲、徐州东线共军主力陈毅部稍退，南线共军刘伯承部自三堡西退，西线亦后退。

乙、美总统杜鲁门宣称对华政策大体不变，现正与蒋总统通信交换意见。

丙、南京外交团会议，商中国情势，并宣读外交部备忘录。

丁、立法院通过改善公教人员待遇办法。

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织总前敌委员会，

邓小平任书记。

１１﹐１７（一○，一七）

甲、徐州东南方共军猛攻。

乙、鄂北国军收复谷城。

丙、美军顾问团人员眷属均自南京撤退。

１１﹐１８（一○，一八）

甲、国军邱清泉兵团击退徐州南路共军刘伯承陈赓之主力十万，东路黄百韬兵团仍守碾庄，

师长赵璧光二千余人投共军，西南共军亦为孙元良兵团击退。

乙、官方公布，徐州会战，国军全胜，共军损失十三万余，国军伤亡四万余。

丙、陈纳德空运大队重心自上海移广州（时陈纳德正进行恢复其飞虎队，准备在华参加国军

作战）。

１１﹐１９（一○，一九）

甲、徐州东路碾庄、大许家战况惨烈。

乙、东北共军林彪部自冀东卢龙南进。

丙、保定解围，共军后退。

丁、西藏商务考察团到伦敦。

１１﹐２０（一○，二○）

甲、徐州东路李弥兵团越大许家前进，碾庄黄百韬部仍为共军包围。邱清泉兵团在徐州东南

获胜。

乙、自河南东援之国军第十二兵团黄维部越皖北涡河前进，与共军刘伯承部接触。

丙、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到东京，晤麦克阿瑟。

丁、今日起，法币停止流通，平津延长半月。

１１﹐２１（一○，二一）

甲、徐州东路战事在八义集附近进行（共军自山东增援约五个纵队）。

乙、蒋夫人（宋美龄）向美国广播，请速援中国。

１１﹐２２（一○，二二）

甲、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突围不成，与第六十二军军长陈章等自戕于碾庄以西。

乙、保定国军撤退，华北各地戒严。

丙、皖北国军黄维李延年两兵团进迫宿县。

１１﹐２３（一○，二三）

甲、徐州东路共军大部西南趋，国军占大许家。



- 1566 -

乙、蚌埠南之张八岭路轨被毁。

丙、美国务卿马歇尔与总统杜鲁门会谈。

１１﹐２４（一○，二四）

甲、徐州东路国军与自碾庄冲出之黄百韬残部会师，共军南攻灵璧，谋合宿县共军断徐州南

路，空军轮番轰炸。

乙、顾维钧与美总统杜鲁门长谈中国局势。

丙、美总统杜鲁门再与国务卿马歇尔会商欧亚时局，马歇尔对记者表示，美国忧虑共军在中

国得利，但援助国民政府方面，决审慎从事。

丁、本月起，公教人员分区加成发薪。

１１﹐２５（一○，二五）

甲、美顾问巴大维建议迅即撤离徐州，将全部兵力南移。

乙、国军第十二兵团黄维部在宿县西南双堆集被刘伯承包围。

丙、徐州东路国军进至曹八集，南路激战于宿县灵璧附近，参谋总长顾祝同到蚌埠。

丁、南京学生百余人被逮。

１１﹐２６（一○，二六）

甲、孙科任行政院长，翁文灏辞。

乙、张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

丙、自徐州以东南进之共军陈毅部占灵璧，与自宿县东来之刘伯承部会合。

丁、冀东国军收复香河。

１１﹐２７（一○，二七）

甲、皖北宿县激战，国军师长廖运周五千余人投共军。

乙、秦皇岛山海关国军撤退。

丙、周体仁任北平警备总司令。

丁、孙科在上海谈话，开放内河航行权势在必行，为获美援必须让步，中国需要美国杰出军

事人才为最高顾问，指导对共军作战。

１１﹐２８（一○，二八）

甲、国军自徐州南下，越过四堡。

乙、蒋夫人（宋美龄）自上海飞美（１２﹐１抵华盛顿）。

丙、孙科在上海招待各界，宣布政见，力求为人民服务。

丁、青年党声明不参加政府。

戊、张耀明任首都卫戍总司令。

１１﹐２９（一○，二九）

甲、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移驻蚌埠。

乙、皖北共军占固镇，国军在浍河南岸布防。

丙、古北口国军撤退。

丁、蒋总统与熊式辉商请麦克阿瑟来华。

１１﹐３０（一○，三○）

甲、徐州国军撤出。

乙、陕西大荔以北激战。

丙、宁夏国军收复绥远包头。

丁、中美友好通商条约互换。

１２﹐１（一一，一）

甲、蒋总统告美记者房恩，将长期守有江南，欢迎麦克阿瑟为最高军事顾问。

乙、行政院通过疏散南京公务员眷属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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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政府声明不迁都。

丁、共军大队迫近张家口。

戊、中共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发行人民券（由华北、山东、晋绥、陕甘宁四个人民政府宣

布将石家庄之华北银行，济南之北海银行，延安之西北农民银行并入）。

１２﹐２（一一，二）

甲、蚌埠国军收复曹老集（１１﹐３０失守）。

乙、傅作义到张家口视察，即返北平（明日又一度前来）。

丙、汤恩伯任京沪警备总司令。

１２﹐３（一一，三）

甲、共军占领徐州，国军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退往永城东南。

乙、张治中主与中共言和，中共无力统有全国，必组联合政府。

丙、共军猛攻张家口。

丁、皖西共军占领霍山。

戊、鲍尔汉代表张治中与俄大使罗申订立解决西北问题密约。

己、宋美龄访马歇尔，吁请援华。

庚、招商局【江亚】轮在吴淞口北炸沉，旅客三千余人遇难。

辛、空军运输机一架在台湾基隆失事，二十五人遇难。

１２﹐４（一一，四）

甲、南路国军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渡淝河北进，迫攻固镇，谋解双堆集黄维兵团之围。

乙、苏北共军占领淮阴（国军周岩部先期撤退）

。

丙、陕西国军收复白水。

丁、云南国军收复马关。

戊、京沪铁路秩序紊乱，各机关职员争先离京。

１２﹐５（一一，五）

甲、苏豫皖边三角地区激战。

乙、自古北口南进之共军占领密云。

丙、中央航空公司飞机一架在上海失事，十人遇难。

１２﹐６（一一，六）

甲、宿县南北激战，国军邱清泉李弥兵团被困于永城东北之陈官庄、青龙集。

乙、苏北共军攻占泰县姜堰。

丙、平古路共军占怀柔。

丁、北平空军仓库爆炸。

戊、宋美龄在美发表文告，呼吁防止战争重新爆发。

１２﹐７（一一，七）

甲、宿县西南继续大战，孙元良兵团败覆，黄维兵团仍被包围。

乙、上海存兑金银拥挤，秩序益乱。

丙、美国一亿二千五百万元美援计划第一批援华军火启运。

１２﹐８（一一，八）

甲、在宿县西南双堆集被围之黄维兵团大部消灭。

乙、龙云秘密离南京走香港。

１２﹐９（一一，九）

甲、国军杜聿明部与共军激战于永城东北鲁楼。

乙、云南国军收复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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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０（一一，一○）

甲、宣布全国戒严（新疆、青海、西康、台湾、西藏在外）。

乙、宋美龄晤美总统杜鲁门，会谈一小时。

１２﹐１１（一一，一一）

甲、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到上海。

乙、共军林彪大破傅作义之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安春山）于平绥线之宣化新保安。

１２﹐１２（一一，一二）

甲、宿县南北连日激战。

乙、平绥线共军占南口，北宁线占唐山。

丙、孙兰峰任察哈尔省主席（继傅作义）。

丁、上海自救救国会成立（杜月笙、潘公展、王晓籁、颜惠庆等主之）。

１２﹐１３（一一，一三）

甲、平绥线清河激战，北平陷于包围。

乙、财政部取缔银元摊贩。

丙、美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在上海谈话，如中国现政府失败，美对联合政府将仍维持援

助。

１２﹐１４（一一，一四）

甲、共军林彪部进至北平西郊万寿山石景山及广安门外，平津交通阻断，沪平飞机亦停，国

军退出通县良乡。

乙、宿县以南战事国军失利，第十二兵团黄维胡琏部遭受重大损失，并有一部投归共军。

丙、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谒蒋总统。

丁、上海存兑金银发生斗殴。

１２﹐１５（一一，一五）

甲、傅作义军大部退守北平城内，共军进至海淀。

乙、共军占领河北房山。

丙、绥远国军收复凉城。

丁、孙科自上海到南京。

戊、行政院修改存兑金银办法，每人三月限购一两。

己、行政院决议以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

庚、胡适陈寅恪等由专机接至南京。

１２﹐１６（一一，一六）

甲、被共军围困于宿县双堆集之国军第十二兵团之一部由军长胡琏率领突出（１２﹐１５黄

维被俘，该兵团损失大半）。南路之李延年兵团退回蚌埠，北路之杜聿明部被困于永城东北

青龙集，蚌宿会战告一段落。

乙、美海军陆战队七百名自青岛抵上海。

１２﹐１７（一一，一七）

甲、北平东南西三面激战，共军迫南苑及德胜门。

乙、江阴镇江各港口实施局部封锁。

丙、华东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劝杜聿明、邱清泉、李弥投降。

１２﹐１８（一一，一八）

甲、天津外围发生战斗。北平天津巿区内赶筑机场。

乙、徐永昌自京抵北平，晤傅作义（１２﹐１９返京）。

丙、刘峙之徐州剿匪总司令部自蚌埠南移滁州。

１２﹐１９（一一，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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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孙科以组阁困难，一度请辞。

乙、平津附近共军分攻南苑及张贵机场。

丙、广东共军再度攻占湛江巿。

１２﹐２０（一一，二○）

甲、孙科宣布新阁组成，并谓将继续对共军作战，至获得荣誉之和平为止。

乙、天津外围战火蔓延，国军退出军粮城、杨柳青。

丙、皖北共军南占天长。

丁、物价连日猛涨。

１２﹐２１（一一，二一）

甲、天津国军反击，战事激烈。

乙、美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在华盛顿谈话，停止七千万美元之中国建设计划。

丙、安徽省政府自合肥移安庆。

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飞南京。

戊、由上海南去飞机霸王号在香港附近失事，乘客彭学沛等三十余人遇难。

１２﹐２２（一一，二二）

甲、孙科内阁名单公布，政务委员张群、翁文灏、张治中、陈立夫、朱家骅、张厉生，副院

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内政部长洪兰友，国防部长徐永昌，财政部长徐堪，教育部长梅贻琦，

司法行政部长梅汝璈，工商部长刘维炽，交通部长俞大维，社会部长谷正纲，水利部长锺天

心，地政部长吴尚鹰，卫生部长林可胜，粮食部长关吉玉，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琦，蒙藏

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主计部主计长庞松舟，秘书长端木恺，新

闻局长沈昌焕。

乙、特任谢冠生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兼司法院秘书长。

丙、国民党提名李培基、刘健群为立法院正副院长。

丁、察哈尔国军撤出新保安。

戊、上海存兑金银，挤毙数人。

１２﹐２３（一一，二三）

甲、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

藤章秘密绞决。

乙、孙科内阁成立，宣布政府用兵最后目的在争取和平，对内不倚外力支持，对外努力敦睦

邦交。

丙、淮北连日雨雪，无大战事。

丁、行政院令暂行停兑金银。

１２﹐２４（一一，二四）

甲、白崇禧电请何应钦、张群、张治中，转蒋总统，谓人心、士气、物力已不能再战，主与

中共谋和。

乙、共军猛攻大沽塘沽。

丙、共军占张家口，国军约五万人被消灭。

丁、童冠贤当选为立法院院长，刘健群为副院长。

戊、吴忠信代吴鼎昌为总统府秘书长。

己、上海【观察】周刊被封。

１２﹐２５（一一，二五）

甲、中共宣布蒋中正＊、李宗仁、陈诚＊、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陈果夫＊、陈立

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王云五、吴鼎昌、熊式辉、戴传贤＊、朱

家骅＊、王世杰＊、吴铁城、刘峙、程潜、吴国桢＊、卫立煌、杜聿明、胡宗南、薛岳、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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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伯＊、马鸿逵、马步芳、阎锡山、傅作义、宋美龄、张厉生、桂永清＊、周至柔＊、王叔

铭＊、孙立人、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四十三人为战犯（１９４９﹐１﹐２８后指明有＊

号十五人为最主要战犯）。

乙、湖北省参议会电请和平解决时局。

丙、张群、何应钦、张治中与蒋总统商白崇禧昨日电报，蒋谓可请李宗仁负起谈和之责。

丁、吴铁城对外记者谈，政府决继续作战，至共党乞和为止。

戊、特任左舜生为农林部长，林可玑为政务委员（均青年党）。

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琛，民主同盟副主席沈钧儒，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民主

促进会主席马叙伦，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及郭沫若、沈雁冰（茅盾）

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自香港乘俄国货轮秘密赴大连。

１２﹐２６（一一，二六）

甲、李济琛告香港外记者，孙科代表来商和平条件。

乙、海军到塘沽增援。

丙、被困于永城附近之杜聿明、邱清泉、李弥部接济断绝。

丁、段锡朋病卒上海。

１２﹐２７（一一，二七）

甲、国民党宣传部指示各级党部谓言和有害无利。

乙、蒋总统因白崇禧１２﹐２４电报，考虑下野。

丙、南京连日积极疏散公教人员眷属。

丁、天津国军阻遏共军，进至杨柳青独流附近。

戊、湖北国军收复樊城。

１２﹐２８（一一，二八）

甲、阎锡山、胡宗南自太原西安到南京（南京曾邀白崇禧、程潜、傅作义前来，均不至）。

乙、行政院新闻局否认孙科派代表晤李济琛。

１２﹐２９（一一，二九）

甲、湖北省参议会通电主以政治方法解决国事（翌日白崇禧将该电转张群代呈中央）。

乙、阎锡山晤蒋中正、李宗仁、张群。

丙、黄绍竑谈话，主和平解决中国问题。

丁、陈诚任台湾省主席（代魏道明），秦德纯任山东省主席。

戊、陈雪屏代理教育部务，赵琛代理司法行政部务。

１２﹐３０（一二，一）

甲、河南省主席张轸省参议会通电主张和平，请蒋总统下野（湖南广西应之）。

乙、云南省主席卢汉，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到南京。

丙、鲍尔汉任新疆省主席（代麦斯武德）。

丁、郑彦棻代理中央党部秘书长，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戊、中共宣言将革命进行到底。

１２﹐３１（一二，二）

总统召集国民党要人，宣布元旦发表之和平文告（会议竟日，稿经四易）。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正文•１９４９──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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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一二，三）

甲、蒋总统发布文告，愿与共党商讨恢复和平方法，以无害于国家独立完整，不违反宪法，

确保中华民国国体及法统，确保军队，维持人民自由的生活方式为条件，如和平实现，不计

个人进退出处。如共党无和平诚意，即与周旋到底。

乙、孙科广播，愿全力促和平实现。

丙、阎锡山、胡宗南分自南京返太原西安。

丁、正式承认南韩政府。

１﹐２（一二，四）

甲、蒋总统电覆白崇禧，谓如共党确能悔祸，本人决无他求，希持以宁静，齐一步骤，巩固

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不为共匪所算。

乙、蒋总统电覆张轸，劝勿自乱步骤，中共匪分化诡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

丙、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奉召到南京。

１﹐３（一二，五）

甲、中共电台谴责国民党之和平阴谋，并谓革命不能中途放弃。

乙、孙元良自永城突围，只身抵信阳。

丙、津浦线南段国军收复天长。

丁、皖西共军占六安（１﹐６退出）。

１﹐４（一二，六）

甲、蒋总统访李宗仁，商辞职事。

乙、湖北组织和平促进会，各省市参议会纷电主和。

丙、国民党中央委员讨论和平问题，发生激辩（邵力子指１﹐１之和平文告含有招降意思，

不甚妥当）。

丁、天津激战展开。

１﹐５（一二，七）

甲、中共新华社广播，抨击南京之和平提议。谓解放军正达成最后胜利，完全消灭国民党反

动份子，并将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逐出中国。

乙、汉口各界通电呼吁和平，主即日停战，派遣代表商谈。

丙、中华民国商会全国联合会通电主召集国是会议。

丁、陈诚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

１﹐６（一二，八）

甲、傅作义之代表刘厚同、周兆峰与张东荪自北平赴蓟县，晤林彪。

乙、共军攻占津南灰堆。

丙、共军陈毅、刘伯承部猛攻被困于宿县永城间之国军杜聿明部。

丁、共军占领皖北颍上。

戊、上海举行拥护和平大会。

己、李济琛自香港到大连。

庚、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宣布不干涉中国战事。

辛、蒲立德建议以八亿美元援华，恢复陈纳德之飞虎队，派麦克阿瑟来华。

１﹐７（一二，九）

甲、张治中连日与李宗仁商谈和平及蒋总统下野事。

乙、共军攻占天津东局子，市区落炮弹。

丙、杜聿明部力谋突围，不成（连日大雪，国军粮食已绝）。

丁、马歇尔去职，艾契逊继任美国务卿。

１﹐８（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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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外交部长吴铁城邀晤美英法三使，商请斡旋和平。并正式照会美苏英法四使，征询对于

中国和平意见，是否准备协助。

乙、蒋总统决定将北平各军由空运撤至青岛。

丙、张群、黄绍竑奉蒋总统命到汉口，晤白崇禧（蒋命张询白以本人如下野，对于和平究竟

有无确实把握，并表示下野必由自我主动）。

丁、上海市参议会发起全国和平促进会。

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到京。

己、天津战争激烈，参议会代表四人赴杨柳青，请共军停战（共军要求守军投降。１﹐１１

四代表往与商，不成）。

１﹐９（一二，一一）

甲、莫斯科广播，不拟干涉中国内政。

乙、天津东西两面剧战。

丙、被困于永城附近之李弥之第十三兵团覆没。

丁、张东荪及傅作义之代表自蓟县回北平（已晤林彪，据闻已商妥和平，１﹐１２北平开城）。

戊、北平各界领袖商谈和平问题。

己、张群与武汉各界领袖商谈和平问题。黄绍竑自汉口赴香港，与中共代表洽商。

１﹐１０（一二，一二）

甲、被围于永城附近之国军七万人突围不成，全部消灭，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第二兵团司

令官邱清泉自杀。

乙、天津共军猛烈冲锋，肉搏惨烈，四郊普遍接触。

丙、蒋总统命蒋经国赴上海商同俞鸿钧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

丁、前北平市长何思源自南京到北平，作和平运动。

戊、张群到长沙晤程潜，即返南京。

己、云南省主席卢汉自南京到汉口，晤白崇禧。

庚、新疆省主席鲍尔汉、副主席伊敏就职，发表十项主张，增进中苏亲善，加强本省民族团

结，奠定本省永久和平。

辛、物价继续猛涨。

１﹐１１（一二，一三）

甲、天津四郊短兵相接。

乙、监察院宣言，立即停战谋和。

丙、云南省主席卢汉到长沙，晤程潜（明日返滇）。

１﹐１２（一二，一四）

甲、中共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

乙、美大使馆致外交部备忘录，谓美政府作一调人，于事无补。

丙、共军炮轰天津，市区落弹。

丁、南京又加紧疏散公务人员。

１﹐１３（一二，一五）

甲、邓宝珊自北平到通县，晤林彪、聂荣臻，商北平和平（邓为力劝傅作义言和之人）。

乙、蒋总统召开军事会议，命各将领勿因和平运动而放松抵抗。

丙、白崇禧在汉口制止中央银行将银元运往广州。

丁、北平城内落弹。

戊、驻美大使顾维钧访美代国务卿罗凡特，商中国和平问题。

１﹐１４（一二，一六）

甲、中共宣布和平谈判八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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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

约，八、召开没有反动份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

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并令共军于实现和平以前，继续军事行动。

乙、白崇禧招待武汉各界，报告时局，谓和平非可幸致，应备战以求和，勿求和而忘战。

丙、傅作义邀华北各省市议长及教授谈话，谓和平为大家需要，其权在对方。

丁、共军继续炮轰天津，市区数处起火，人民死伤颇多。共军一部进入市内。

１﹐１５（一二，一七）

甲、共军占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军长林伟俦、刘云汉被俘。

乙、北平成立【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

丙、蒋总统召开会议，商讨中共条件，决暂不置答。

丁、英美谢绝调处中国内战。

戊、南京各机关人员紧急疏散。

己、前外交总长陆征祥病卒于比国（１８７１﹐６﹐１２生）。

１﹐１６（一二，一八）

甲、存兑金银办法废止，发行黄金短期公债。

乙、国军自蚌埠撤退。

丙、民社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左舜生及国民党之张群、孙科、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

王世杰等与蒋总统密谈。

丁、蒋总统校阅京畿装甲部队。

戊、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到南京。

己、北平城内落弹十余枚。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电请双方停战。北平教授宣言，要求国军开

出城外。

１﹐１７（一二，一九）

甲、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商讨中共八项和平条件。

乙、俄外长莫洛托夫邀晤中国大使傅秉常，讨论中国局势。并正式照覆，拒绝调解。

丙、塘沽国军三万余人（第十七兵团侯镜如部）

由海道撤退。

丁、北平何思源住宅被炸，何氏夫妇受伤。

戊、邓宝珊自通县回北平，和平问题商妥。

己、云南西畴砚山收复（１﹐１６失陷）。

１﹐１８（一二，二○）

甲、北平和谈正式揭开，民众代表吕复、康同璧等十余人赴香山与共军负责人叶剑英会谈。

乙、苏北国军退出高邮。

丙、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

朱绍良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彭孟缉为副总司令。

丁、金宝善任卫生部长。

戊、法国拒绝调解中国时局。

１﹐１９（一二，二一）

甲、蒋总统约见李宗仁，表示引退。

乙、行政院决议向中共建议，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

商谈。

丙、北平人民代表携共军条件回城。

丁、外交部通知各国使馆，请准备迁移广州。

戊、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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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朱绍良任福建省主席（代李良荣），方天任江西省主席（代胡家凤）。

１﹐２０（一二，二二）

甲、外交部对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美英俄法已先后答复１﹐８照会，均望中国早日恢复和

平，但在目前情况下，碍难出任媒介。

乙、蒋总统宴海军总司令官员桂永清等。

丙、刘攻芸任中央银行总裁（代俞鸿钧）。

１﹐２１（一二，二三）

甲、蒋总统宣告引退，以弭战消兵，下午四时离南京赴杭州，陈诚自台北来迎。

乙、李宗仁副总统宣告依法代行总统职权。

丙、中共发言人谈话，谓行政院双方先行停战之建议为无理由，【和平之门从此关死】，如要

谈判，须取消此项建议。

丁、中共广播，新中国本身获得自由后，将协助日本民主化，并与日本人民敦睦邦交。

戊、宋子文辞职，薛岳继任广东省主席，张发奎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

主任委员。

己、白崇禧谈话，中共所提条件均可商量。

庚、国防部长徐永昌到北平，晤傅作义，即返京。

辛、共军进入合肥。

１﹐２２（一二，二四）

甲、行政院决议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锺天心为代表，与中共进行商谈。即广

播征求中共同意，并请其指定谈判地点（

接受中共先谈判之要求，放弃停战建议）。

乙、李宗仁代总统发表文告，以高度诚意与最大努力，谋取和平实现，凡有碍人民自由及不

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悉即分别撤销或停止。

丙、李宗仁电李济琛、沈钧儒、张东荪、章伯钧来京会商，并派甘介侯赴上海访孙夫人宋庆

龄、张澜、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

丁、北平和平协议公布，今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过渡期间双方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城内

部队移驻城外，一月后实行整编，北平行政机构及各公营公用企业，银行学校等暂维现状，

保护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人员财产安全，邮政电信不停，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

新登记审查（林彪之参谋长苏敬在平签订）。

戊、北平城内国军开始撤退。

己、李宗仁代表黄振汉、刘仲华到北平，准备晤叶剑英。

庚、共军进入安徽巢县、江苏如皋。

辛、陈立夫辞职离京。

壬、蒋中正总裁返抵奉化溪口故里。

１﹐２３（一二，二五）

甲、李宗仁派甘介侯访美大使司徒雷登，请美国发表一公开支持宣言。并谓李已与俄大使馆

洽商协议草案（在未来之国际冲突，中国中立，尽可能摈除美国在华势力，树立中俄真正合

作基础），美不允。

乙、邵力子访美大使司徒雷登，甘介侯在上海访张澜等。

丙、李济琛、沈钧儒、马叙伦、章伯钧、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周建人、符定一、章乃

器、胡愈之、蔡廷锴、茅盾、洪深、朱学范、李德全等五十五人自陕北发出宣言，支持中共

之八项和平条件，摧毁南京的虚伪的和平攻势，人民革命必须继续到底。

丁、代总统李宗仁令行政院办理下列各事：一、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

取消全国戒严令，三、裁撤戡建大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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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特种刑事法庭，七、停止特务活动。

戊、国军退出津浦在线之滁州。

己、社会部长谷正纲辞职。

庚、新德里亚洲会议闭幕。

１﹐２４（一二，二六）

甲、国民党中常会讨论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合法地位，解除对于各报纸杂志禁令，并决

定各机关继续撤退。

乙、李宗仁在国民党纪念周讲演，阐明武力之不可恃。

丙、李宗仁令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

丁、李宗仁电请梁漱溟顾孟余来京。

戊、邵力子张治中到上海，晤民盟领袖黄炎培，甘介侯晤宋庆龄。

己、国军退出扬州、泰县、泰兴、六合、来安。

津浦线退至浦镇浦口。

庚、美国军事顾问团结束。

辛、共军刘伯承部自皖北抵河南淮阳漯河。武汉各机关疏散。

壬、北平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等宣言拥护毛泽东之八条件。

癸、北平教授张东荪、费孝通等赴石家庄。

子、迪化苏领事向外交部新疆特派员提出新苏经济合作及贸易协议之口头声明。

１﹐２５（一二，二七）

甲、中共宣布第二批战犯名单，计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谷正纲、

俞大维、杨森、王缵绪、陈雪屏、胡适、于斌、叶青。

乙、中共发言人谈话，愿在一月十四日之时局声明的基础上与南京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

谈判地点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方能确定，拒绝接待彭昭贤，并声明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尚未发表。

丙、外交部照会各国使馆，政府即将南迁广州（南京各机关加速撤退，情形极混乱）。

丁、邵力子、张治中在上海访晤张澜、罗隆基、张君劢、莫德惠、钱新之等。

戊、江北国军退出如皋。

己、豫南共军占驻马店。

庚、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在参议院演说，中国政府在大陆失败，美国政府难辞其咎。

１﹐２６（一二，二八）

甲、政府发言人谈话，重申和平诚意，盼中共从速指派代表约定地点。

乙、邵力子、张治中自上海返南京，即与李宗仁、孙科、吴铁城等会商（上海民盟人士不允

积极参加）

。

丙、中共宣布，李宗仁为表示诚意，开始和谈，必须先将战犯扣留（共四十五人）。

丁、邵力子谈，和谈最大困难为战犯问题。

戊、行政院决议，政府迁移广州办公。

己、外交部照会各使馆，政府将于二月三日停止在京办公，五日起在广州行使职权。

庚、行政院决议：一、撤销特种刑事法庭，二、政治犯全部交保开释，三、被禁之报纸杂志

准予解禁复刊，四、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五、试办国共区通邮，六、证券交易所准予复

业。

辛、国防部审判军事法庭宣判，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

壬、江北共军占靖江。

癸、美军顾问团人员分自台湾广州撤至上海（即赴东京）。

１﹐２７（一二，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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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李宗仁电毛泽东，望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中共所提八项条件，可作和

谈基础。

乙、共军进攻南京对岸之浦镇。

丙、南京紧急疏散，各机关呈停顿状态。

丁、自沪开台湾之【太平】轮在吴淞口外与【建元】轮互撞，均沉没，遇难者约千人。

戊、斯大林答美记者问，苏联愿与美国联合声明，保证无意诉诸战争。

１﹐２８（一二，三○）

甲、中共发言人广播，提出和谈先决条件：一、立即逮捕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

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

桂永清；二、重新逮捕冈村宁次，押送人民解放军。并声明和谈绝不许中途停止，但尚须一

段时间作准备工作，指责南京对北平和平工作表示态度不够郑重。战犯全部名单不久即可公

布。

乙、张治中自南京飞抵汉口，晤白崇禧。

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辞职，翁文灏继任。

丁、冈村宁次及日本战犯一批遣回日本。

戊、香港政府宣判前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无罪。

己、豫南国军退出信阳（１﹐３１又返回）。

１﹐２９（一，一）

甲、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谈话，决以全力保卫江南。

乙、物价狂涨，两日来约达一倍。

丙、北平城内秩序紊乱。

１﹐３０（一，二）

甲、蒋总裁决将中央党部迁广州（２﹐１迁）。

乙、蒋总裁得汤恩伯报告知浙江省主席准备叛变。

丙、北平国军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第九兵团司令官石觉飞青岛。

丁、张治中抵西安，晤胡宗南。

１﹐３１（一，三）

甲、李宗仁、邵力子到上海，晤宋庆龄及颜惠庆、章士钊、陈光甫、江庸、冷遹，并与孙科、

吴铁城、何应钦等会商，当日返京。

乙、政府发言人答复二十八日中共声明，冈村宁次案与和谈无关，战犯问题应在会议中解决，

不能先要求执行。真正和平不应有先决条件。政府愿早开和平，盼中共相忍为国，使战争早

日停止。

丙、共军开入北平，工人学生举行盛大联欢会。

丁、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宣布在川成立七个新军。

戊、广东省政府否认昨日省府主席薛岳将以粤桂湘闽四省为反共最后防线之谈话。

己、张治中回抵兰州，马鸿逵、马步芳等均来晤。

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者萨本栋在美逝世，年四十七。

２﹐１（一，四）

甲、中共发言人抨击政府一面要求和谈，一面准备作战。

乙、北平联合办事处成立，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布告安民。北平军事管理委员会主席

叶剑英入城。

丙、李宗仁令行政院迁回南京。

丁、立法院决定在南京集会。

戊、广州军政首要发表文告，呼吁团结备战，扭转危局，作再北伐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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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南京【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合组之【人民和平代表团】飞

青岛（拟赴北平被阻）。

庚、南京地方人士呼吁局部和平，并主以南京为不设防城市。

辛、南京人报被封。

壬、美陆军部长罗雅尔到东京，与麦克阿瑟商对日新政策。

２﹐２（一，五）

甲、首都卫戍司令部禁止局部和平运动，取缔自治会、和平促进会等组织。聚众请愿要挟暴

动行为，决予严惩（连日京中各机关学校均被工人学生胁持，殴打主要人员）。

乙、甘介侯自京到沪，促颜惠庆、章士钊等五人赴北平。

丙、俄大使罗申自南京飞广州。

丁、北平人民日报出版。

戊、江北共军后撤。

己、斯大林函覆美记者，愿在苏联或波兰捷克境内与杜鲁门会晤。

２﹐３（一，六）

甲、共军三万人正式进入北平，叶剑英任北平市长。

乙、政府发言人否认政府与主局部和平人士有任何联系。

丙、李明扬在苏北与共军商和平。

丁、豫南共军占确山。

戊、美国务卿艾契逊表示不愿摒弃他国与苏联直接谈判。

２﹐４（一，七）

甲、孙科、吴铁城等自上海到广州。

乙、中共发表声明，要求将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重行逮捕，押送解放区。

丙、北平区军事管理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允颜惠庆等以人民代表资格来平。

丁、江南各县参议会议长呼吁和平。

戊、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宣布实施【三七五减租】。

己、李宗仁代表程思远到台北晤陈诚。

庚、平津铁路交通恢复。

辛、云南共军占马关。

壬、鄂西共军占荆门。

癸、美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等自上海撤抵东京。

子、杜鲁门谈，不愿在东欧晤斯大林，并反对在联合国外举行谈判。

２﹐５（一，八）

甲、中共发表声明，抨击１﹐３１政府声明，坚持惩办日本战犯及国内战犯。

乙、行政院开始在广州办公。

丙、蒋总裁考虑军队制度之加强办法（着重政治组织，民众组训，统一机构）及党务干部人

选。

丁、黄绍竑及广西省府主席黄旭初到南京晤李宗仁。

戊、北宁铁路全线恢复通车。

２﹐６（一，九）

甲、孙科在广州对记者谈话，争取光荣的平等的和平，惩办战犯绝不能接受，政府在粤系迁

地办公，首都仍在南京，并否认与李宗仁政见未同。

乙、张治中辞和谈代表并与陕甘宁青新五省军政首长会商时局。

丙、鄂湘桂豫皖赣和平促进会在武昌开幕（２﹐９闭会）。

丁、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自青岛到北平，同行记者被拒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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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空军在北平天津近郊投弹。

己、英轮抵大沽。

２﹐７（一，一○）

甲、中共广播，允上海颜惠庆、章士钊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拒绝甘介侯。并再度声明

和平谈判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

乙、孙科在广州纪念周报告，绝不接受投降的和平，团结一致，重振北伐国民革命的精神。

于右任勉大家创造新时代。

丙、北平市长叶剑英接见南京和平代表。

丁、行政院在粤开会，决议设桂林绥靖公署，以李品仙为主任。并电告各地，正式在穗办公。

２﹐８（一，一一）

甲、李宗仁再到上海，与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商和平问题（２﹐９夜车回京）。

乙、黄旭初自南京到广州，晤孙科。

丙、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即革新党务。

丁、兰州西北经济委员会成立，禁金银外运。

２﹐９（一，一二）

甲、湘、桂、鄂、豫、赣、皖、闽及汉口八省市【人民和平促进联合会】在汉口开会。

乙、和平使者团颜惠庆等原定今日自上海飞北平，突接北平通知，展期至２﹐１１。

丙、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沪谈话，政府要和，中共要战，北平局部和平为骗局，强调备

战以言和，能战方能和。

丁、中共广播抨击孙科及行政院迁粤之行动。

戊、刘建绪（代表程潜）及黄旭初到广州，商时局。

己、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李汉魂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

庚、南京和平代表再与叶剑英晤谈。

辛、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长赖普汉到广州，与孙科商美援事项。

壬、美货船一艘进入大沽。

２﹐１０（一，一三）

甲、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运至台湾厦门（上海仅余黄金二十万两）。

乙、张治中再辞和谈代表。

丙、云南参议会建议发行省币。

丁、美援（一亿）决定延长三个月（四、五、六月）。

戊、浙江共军一度占天台。

２﹐１１（一，一四）

甲、孙科发表谈话，欢迎联合国斡旋中国和平（澳外长伊瓦特建议）。

乙、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自北平返京，代表吴裕后谈，已晤叶剑英、林彪、聂荣臻，中共愿

使和平早日实现，已提出具体意见。

丙、英国在华商界代表请英政府勿刺激中共。

２﹐１２（一，一五）

甲、蒋总裁命顾祝同通知青岛守军刘安祺暂勿撤退（美国改变撤退青岛美海军计划，要求中

国驻军同守）。

乙、全国和平促进会在上海开幕。

丙、北平举行庆祝大会。

丁、前考试院长戴传贤在广州自杀，年六十岁。

戊、于右任童冠贤自广州到上海。

己、昆明中央银行以伪钞问题被捣毁，枪毙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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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大上海】轮自上海驶秦皇岛，以面粉易煤。

２﹐１３（一，一六）

甲、和平使者团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李宗仁之代表黄启汉自上海飞抵青岛（２

﹐１４到北平）。

乙、北平举行庆祝解放大会，市长叶剑英宣称解散国民党之一切残余机构及反革命势力。

丙、中共广播反对国际调处中国和平。

丁、新华社抨击全面和平，谓国民党已四分五裂。

戊、国民党宣传部指示各党部各党报，中共如坚持所谓战犯问题，和平商谈途径，势难寻觅。

己、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邱致中、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否认另一代表

吴裕后之谈话，该团即宣告撤销。

２﹐１４（一，一七）

甲、李宗仁令行政院迁回南京，孙科托病拒之（盛传孙辞职）。

乙、留京立法委员主在京复会。

丙、何应钦奉召自上海飞南京。

丁、张群到成都，晤西康省府主席刘文辉（刘部军队进抵成都附近）。

戊、上海全国和平促进会闭幕。

己、陕西国军收复商南。

２﹐１５（一，一八）

甲、李宗仁广播，革新政治，谋取和平，解除人民痛苦。

乙、监察院开会不满行政院迁往广州。

丙、立法院长童冠贤正式宣布该院在南京复会。

丁、孙科宣示欢迎立法委员到广州开会。

戊、陈立夫到广州。

己、阎锡山自太原到上海转往南京。

庚、颜惠庆、邵力子等晤叶剑英。

辛、北平大举搜捕，前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等被逮。

壬、沪宁铁路工人罢工（２﹐１８解决）。

癸、美众议员五十一人致书杜鲁门，请指派一委员会研究中国问题。

２﹐１６（一，一九）

甲、叶剑英再度与颜惠庆邵力子等会谈。

乙、孙科否认电京辞职。

丙、行政院决议，以周嵒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代陈仪），朱鼎卿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代张笃

伦）。

丁、中共广播痛斥国民党死硬派，声明战犯必须惩罚，其数目将为一百几十个人。

戊、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吴裕后等抵广州。

己、鄂西国军收复荆门。

２﹐１７（一，二○）

甲、李宗仁令中央银行总裁，不得将现金他运。

乙、阎锡山飞奉化晤蒋总裁，论整饬纪纲，惟效用人，蒋表同意，并主行政院长人选由李宗

仁自行决定（阎当日返京）。

丙、张群自成都返重庆。

丁、上海交通汽车公司工人罢工，三职工被枪决。

戊、浙江共军一度占三门。

２﹐１８（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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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新华社论战争责任问题，并谓不久战犯名单即可公布，代表即可指派，谈判即可开始。

乙、李汉魂自南京到台北（李系先自粤到京。２﹐２０赴福州）。

丙、鄂西国军收复当阳。

２﹐１９（一，二二）

甲、李宗仁表示，如毛泽东邀请，愿赴北平一行。

乙、白崇禧自汉口到南京。

丙、蒋总裁命刘斐转告白崇禧，拥护中央，遵守法令，作为倡导。

丁、北平苏俄领事馆停止办公。

２﹐２０（一，二三）

甲、李宗仁到广州，即发表谈话，对和平抱无限信心。

乙、中共要人董必武、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罗荣恒、薄一波宴邵力子、颜惠庆。

丙、华北人民政府自石家庄移北平。

丁、阎锡山自南京返太原。

戊、李汉魂任总统府参军长。

己、陕北共军进占铜川。

２﹐２１（一，二四）

甲、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在上海被扣押（一作２﹐２７）。

乙、李宗仁与孙科长谈，力劝返京。

丙、李宗仁在留穗立法委员欢迎会致词，对和平表示乐观。

丁、立法院长童冠贤电孙科，该院即在南京复会。

戊、北平国军二十五个师全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

己、海军总部准【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辞职。

庚、陕北共军占耀县。

辛、北平市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开幕。

２﹐２２（一，二五）

甲、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傅作义、邓宝珊自北平到石家庄，晤毛泽东、周恩来，

商国共和谈，南北通邮通航。

乙、李宗仁在广州谈话，如共军强行渡江，只有打到底。

丙、李宗仁到桂林。

丁、张治中自兰州到南京。

戊、留广州之立法委员电童冠贤，反对在南京复会。

己、张群在重庆召开川康滇黔渝五省市会议。

庚、共军（林彪部）第三次围攻河南安阳（２﹐２５解围）。

辛、湖南武冈乡警叛变。

２﹐２３（一，二六）

甲、行政院通过财政经济改革方案。

乙、张治中谈，中俄商约谈判正在迪化进行。

丙、湖南东安共军劫缴自卫队枪百余枝。

丁、陈济棠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

２﹐２４（一，二七）

甲、财政金融改革案公布，金银准许流通卖买，政府筹铸银元，开放自备外汇。

乙、颜惠庆、邵力子等自石家庄返抵北平。

丙、李宗仁自桂林抵长沙，晤程潜。

丁、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自广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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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邮局宣布自２﹐２６起，全国恢复通邮。

己、湖北耆宿李书城，在武昌报告最近赴河北共区见闻。

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王葆真在上海被捕。

辛、镇江城防指挥兼保安第二旅长陶鸿钊，以谋叛被拘。

２﹐２５（一，二八）

甲、李宗仁自长沙过武汉返南京，即晤美大使司徒雷登（李决定以何应钦代孙科为行政院长，

居正反对）。

乙、留广州之立法委员会议反对在南京复会。

丙、北平世界日报被封（北平日报原有二十余家，共军既入城，尚有十二家，今只余新民报

及人民日报）。

丁、李济琛、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三十五人自沈阳到北平。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祖

涵、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亦至。

戊、李立三自沈阳到北平，中华全国总工会亦自渖迁平。

己、中共代表章会华、陈家康、杜叔华与缅甸共产党代表签订互助协议。

庚、陕西国军退至渭南。

２﹐２６（一，二九）

甲、孙科在广州招待记者，谓希望和谈成功，改革军事，继续裁兵。

乙、李宗仁与张治中、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翁文灏等商时局。

丙、邵力子在北平晤李济琛等。

丁、北平市政府欢迎李济琛、沈钧儒等。林彪讲演积极支持前线，以求解放战争早日结束。

戊、陈立夫自广州到台湾。

己、巡洋舰【重庆】号由舰长邓兆祥率领出吴淞口北驶，投归共军。

庚、湖南邵阳学生缴乡公所枪。

２﹐２７（一，三○）

甲、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自北平到南京，谓和平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通

邮通航诸项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

乙、毛泽东致书李宗仁，谓中共将于三月十五日前后发表和谈代表名单，确定和谈地点。

丙、广州立法委员再电童冠贤，请取消二月二十八日复会之议，协商复会地点。

丁、广东省府主席薛岳在军校同学会演说，对外备战，对内求和。

戊、北平停止外国记者之活动。

己、天津沧县间铁路修复。

庚、湘西永顺保安团长汪援华、自卫总队队附曹振亚叛变。

辛、北平国军全部归入【人民解放军】建制。

２﹐２８（二，一）

甲、立法院在南京复会。

乙、孙科自广州到南京。

丙、颜惠庆等在京与各要人晤谈，邵力子访美大使司徒雷登。

丁、美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到台湾高雄（３﹐３到基隆）。

３﹐１（二，二）

甲、李宗仁邀孙科、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吴铁城、黄绍竑等及邵力子、江庸、张群会

商。

乙、李宗仁指派孙科、张群、吴铁城、邵力子、张治中、何应钦、吴忠信、朱家骅、刘斐、

锺天心起草和谈草案。

丙、张群自重庆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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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薛岳在广州讲演，国民党需要苦斗三年，定可战胜共党。

戊、本日起，台湾限制入境。

己、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长赖普汉向国会建议，再以二亿四千万元援助中国。

庚、湘西叛兵汪援华、曹振亚攻陷沅陵（辰溪溆浦等亦被另部叛兵所陷）。

辛、云南共军破蒙自。

壬、东京同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告英记者，韩国不在美国太平洋防线之内。

３﹐２（二，三）

甲、颜惠庆、章士钊、江庸自南京回上海。

乙、湖南省府主席程潜及顾孟余到南京。

丙、湖南郴县伤兵袭击粤汉铁路客车。

３﹐３（二，四）

甲、孙科对记者谈话，和谈有新希望，本月十五日后可开始谈判。政府正缩减兵额，决即取

消征粮。

乙、张治中携李宗仁函到奉化，商和平条件，吴忠信亦至（李宗仁命吴劝蒋总裁出国）。

３﹐４（二，五）

甲、立法院第三会期第二次会议，确认政府保护人民基本自由及释放政治犯措施。

乙、李宗仁电召陈诚、朱绍良、薛岳、余汉谋、陈济棠、张发奎入京。

丙、李宗仁派李惟果到奉化，劝蒋总裁出国。

丁、天津唐山等处与长江以南各地电报恢复。

戊、陕西共军占大荔、朝邑、平民。

己、【重庆】号巡洋舰到葫芦岛。

３﹐５（二，六）

甲、中共广播【注意国民党反动派布置新战争的阴谋】，坚主严惩战争罪犯，澈底改编国民

党反动派的一切残余军队。

乙、行政院通过改进公教人员待遇，依生活指数调整。

丙、立法院商讨和平，抨击孙科。

丁、豫南信阳桐柏红枪会蜂起，反对共军征集粮款担架。

戊、民主同盟总部自香港迁设北平，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潘光旦、李章达、吴唅、胡

愈之、彭泽民、朱云山、邓初民、刘清扬等主之。

己、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通过学生运动当前任务，定五月四日召开全国青年代表

大会。

庚、苏俄以维辛斯基继莫洛托夫为外交部长。

辛、中共在河北平山县召开中央委员会议。

３﹐６（二，七）

甲、共军林彪部自河北南下。

乙、立法委员积极作倒阁运动。

丙、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到南京，晤李宗仁。

丁、中原临时人民代表会议闭幕，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邓子恢为主席，吴芝圃、李一清

副之。

３﹐７（二，八）

甲、立法院推定二十一人起草政治革新方案。

乙、江北共军攻口岸。

丙、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军区成立，陈再道为司令员，毕占云、文建武副之。

３﹐８（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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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行政院长孙科辞职，并出席立法院作施政报告。

乙、立法院咨行政院，各部会长应返京办公。

丙、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答记者，蒋总统无意复职。

３﹐９（二，一○）

甲、蒋总裁派蒋经国往上海访胡适。

乙、和谈草案整理完成。

丙、平津对外电讯全部恢复。

丁、新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陈济棠到南京。

戊、陕西国军收复富平。

己、共军占湖北麻城。

庚、湘西叛警曹振亚撤出沅陵。

３﹐１０（二，一一）

甲、张治中吴忠信自奉化回京，李宗仁决定提何应钦组阁。

乙、蒋总裁拟订党务改革方案。

丙、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撤销。

丁、陕西国军收复朝邑淳化。

戊、美参议员五十人建议援华。

３﹐１１（二，一二）

甲、白崇禧、张治中、顾祝同、吴忠信到杭州，促何应钦入京组阁（明日回京）。

乙、柳亚子、马寅初、郑振铎等到山东解放区。

丙、陕西国军收复耀县，青海国军马德胜师长阵亡。

丁、云南国军收复马关。

戊、美英法加荷比卢挪八国声明大西洋公约谈判完成。

３﹐１２（二，一三）

甲、立法院同意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即由总统明令发表。

乙、李宗仁对立法委员说明当前重要工作为整编军队，革新政治，争取和平。并告外国记者，

深信何应钦能团结内部。

丙、蒋总裁游宁波天一阁。

丁、北平学生三千人加入人民解放军工作团。

戊、云南停止征实征兵。

己、天津美商会致书国务院，反对继续援助中国政府。

３﹐１３（二，一四）

甲、何应钦自杭州到上海，晤民社党张君劢、青年党李璜左舜生等。

乙、俞鸿钧到奉化。

丙、浙江共军一度占松阳。

丁、云南镇沅失陷，前第六十军副军长万保邦叛变，云县赵正元亦占县城，欢迎龙云。

３﹐１４（二，一五）

甲、何应钦访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钱永铭、陈辉德。

乙、广州国民大会代表反对取消宪法。

丙、监察院弹劾孙科假借职权，图利爱妾（为发还蓝妮即蓝叶珍颜料案。此项颜料系３４﹐

８﹐１０在沪查封，１０﹐７孙函请发还）。

３﹐１５（二，一六）

甲、立法院通过简化行政机构，工商、农林、水利三部及资源委员会合并为经济部。社会部

并入内政部，地政部、卫生部改为署，隶属内政部。粮食部改为田赋署，隶属财政部。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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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改为主计处，隶属行政院，新闻局裁撤（行政院设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司法

行政、经济、交通八部及蒙藏、侨务两委员会。

原为十五部三会）。

乙、何应钦自上海到南京，谓和谈不久即可开始。

丙、张群、吴铁城自南京到广州。

丁、驶投共军之炮舰【黄安】号在连云港被空军炸沈（另有【长白】舰及一小炮艇，驶至烟

台）。

戊、全国船联会宣言反对开放沿海航权。

３﹐１６（二，一七）

甲、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举行。

乙、台湾主席陈诚、福建主席朱绍良、四川主席王陵基、重庆市长杨森到南京。

丙、程潜自南京回长沙。

丁、孙科到奉化。

戊、监察院纠举孙科擅支机密费一亿一千万金圆券。

己、国防部会议，李宗仁何应钦等均出席。

庚、美国前驻华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谓国军失利在于军心涣散，并非兵器军火不足。

３﹐１７（二，一八）

甲、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张群请内部团结，备战求和。吴铁城谓整顿军队革新政治，

十五亿美援不久可成。

乙、国防部发表共军林彪部主力集结徐州，江北共军积极准备渡江，并宣布重庆号巡洋舰已

投入共军。

丙、白崇禧自南京返汉口。

丁、滇西景谷失守。

戊、香港盛传闽粤边区剿匪总指挥喻英奇叛变。

己、华北人民政府公布【华北区外汇兑暂行办法】。

庚、中共代表林枫与北韩人民民主政府代表朱宪冰在莫斯科订立补充互助协议。

３﹐１８（二，一九）

甲、监察院讨论革新政治。何应钦对该院宣布，其内阁为和平内阁。

乙、立法院讨论停止动员戡乱时期宪法临时条款之适用。

丙、李宗仁代总统到上海，邀薛笃弼、梅贻琦等入阁（３﹐１９返南京）。

丁、青年党决定不参加新行政院。

戊、美国务卿艾契逊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讨论中国局势。

己、大西洋公约公布，一签约国被攻，即认为全体被攻，其它国家应采必要援助行动，有效

期二十年。

３﹐１９（二，二○）

甲、蒋总裁与万耀煌商中央训练机构地点与办法，并计划改革党务。

乙、张群自广州返重庆。

丙、中原共军（陈赓部）攻占湖北罗田英山。

丁、陕西国军收复大荔。

３﹐２０（二，二一）

甲、驶入共区之巡洋舰【重庆】号在葫芦岛被炸沈（经空军连续四日轰炸）。

乙、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到南京。

丙、苏北共军攻占江边之口岸。

丁、陕西国军收复朝邑、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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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云南朱家璧占弥勒。

３﹐２１（二，二二）

甲、行政院改组，贾景德任副院长，李汉魂内政部长，傅秉常外交部长（未到职），徐永昌

国防部长，刘攻芸财政部长，杭立武教育部长，张知本司法部长，孙越琦经济部长，端木杰

交通部长，白云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张群、张治中、莫德惠、

朱家骅、贺耀组为政务委员，黄少谷为秘书长（何应钦内阁完成）。

乙、废止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

丙、皖中共军南进，占潜山。

丁、豫南国军收复罗山，共军南进。

３﹐２２（二，二三）

甲、中共广播和谈即日举行，并指斥南京之态度。

乙、美国前驻华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在参议院报告中国军事局势，中共军随时可占领全中国，

人民大众仍拥护蒋介石。

丙、李宗仁发动部份立法委员，要求运回存放台湾厦门之现金。

丁、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严禁长江南岸船舶驶往北岸。

戊、立法委员黄统力主停止征兵征粮。

己、黄金业市场正式开始交易。

３﹐２３（二，二四）

甲、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结束，今后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团结工

人农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并团结能与共产党合作

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使中国由新民主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乙、李宗仁、何应钦等商和谈代表人选。

丙、立法院审查会通过停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适用。

丁、民社党发表时局宣言，对和谈提出六项主张。

戊、共军攻占湖北应城。

己、福建福清城内匪乱（将乐及林森亦不靖）。

３﹐２４（二，二五）

甲、何应钦在行政院会议致词，争取和平，革新军事，革新政治，安定民生。

乙、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为和谈代表。

丙、张义纯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代夏威）。

丁、李宗仁告美大使司徒雷登，拟访莫斯科。

戊、孙科自上海到广州。

己、陈诚、朱绍良自南京到奉化（明日回台湾）

。

庚、监察院成立国家财物清查委员会。

辛、南北通汇开始。

壬、鄂东浠水共军退出。皖北共军陈赓占集贤关。

癸、湖南黔阳失守。

子、云南杨守笃陷路南（滇西南已失沅江、思茅、缅宁等十二城，前行政专员罗展主之）。

３﹐２５（二，二六）

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及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与中共领袖刘少奇、周

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均到（陕北中共广播电台亦移至北平）。

乙、何应钦与和谈代表及高级将领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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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共军陈赓部攻安庆。

丁、南京江宁镇附近驻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王彦升叛变，大部被解决。

戊、湖北共军占安陆。

己、宋子文自香港到广州。

庚、由广州驶香港之【和平】轮触雷沉没。

辛、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援华案延长期限至明年二月，动用余款五千八百万元。

３﹐２６（二，二七）

甲、中共宣布四月一日开始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地点在北平，派周恩来、林伯

渠（祖涵）

、林彪、叶剑英、利瓦伊汉、聂荣臻为代表，周为首席代表。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对时局

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双方谈判基础。由广播电台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按照上述

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便举行谈判。

乙、邵力子谈，和平并不乐观，以中共将坚持八项条件，国民党亦不肯承认军事已经失败。

丙、国防部讨论整军问题。

丁、监察院长于右任一度辞职。

戊、黄炎培等到北平。

己、长沙绥靖公署设置芷江警备司令（湘西溆浦、新化、武冈均被围）。

庚、湖北共军占汉川。

３﹐２７（二，二八）

甲、李宗仁宴监察委员，谓和平希望甚大，对革新政治决全力以赴。

乙、白崇禧到长沙晤程潜，商江南防务。

丙、宋子文自广州到奉化。

丁、安庆国军收复集贤关。

戊、湘西叛军攻洪江。

己、海南岛共军占儋县。

３﹐２８（二，二九）

甲、南京各要人连日会商，和谈准备大致完成。

乙、黄绍竑由香港过上海赴南京。

丙、林彪部到河南南阳，进趋襄樊。

丁、安庆战事继续，长江航运中断，共军占华阳镇。

戊、物价飞涨，现钞缺乏，中央银行发行五千至十万元本票。

己、成都桂林教员以生活无法维持，罢教。

庚、俞大维到奉化。

３﹐２９（三，一）

甲、行政院指定张治中为和谈首席代表，并加派刘斐为代表。

乙、张治中到奉化溪口，蒋总裁不提和谈之事。

丙、宋子文离奉化溪口，过台湾晤陈诚，即返香港。

丁、阎锡山、白崇禧到南京。

戊、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省府主席薛岳、海南岛行政长官陈济棠、陆军第四编练司令

欧震等就职，吴铁城致词，重建革命策源地。

己、湖北国军收复汉川。

３﹐３０（三，二）

甲、何应钦在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在公平合理原则下，努力进行全面和平商谈，前线部队

保持现有态势，欢迎有益于民生经济之外援，税捐以银元计算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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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张治中自奉化溪口回南京。

丙、立法院秘密会议，和谈代表均参加。

丁、豫南共军占驻马店、确山。

戊、湖北共军占应山。

己、云南会泽失守。

３﹐３１（三，三）

甲、李宗仁与何应钦、于右任、阎锡山、张群、白崇禧、翁文灏、朱家骅、徐永昌及张治中、

邵力子、黄绍竑等会商。

乙、中共主和谈秘密进行，中外记者不准作任何报导。

丙、滇中峨山失守，易门被围，滇西蒙化失守。

４﹐１（三，四）

甲、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及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到

北平，通航通邮代表同行。

乙、中共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

丙、傅作义通电承认过去执行戡乱政策之错误，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完全正确，必须真诚的实

现和平。

丁、南京学生游行，与军官收容总队官佐冲突，学生伤一百余人（明日学生死一人）。

戊、湖北共军攻占平汉铁路花园，河南共军占信阳。

己、交通事业涨价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一百五十。

庚、蒋总裁考虑成立【设计机构】并准备发起【民主救国】及【

自由中国】运动。

４﹐２（三，五）

甲、政府和谈代表向周恩来建议，和谈之前，双方军队固守原防，被拒（周要求江南宪警全

部撤退，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于右任、居正应来北平，政府可暂维现状）。

乙、蒋总裁电中央党部，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议，【共军渡江，和谈即停】。

丙、毛泽东电复傅作义，凡国民党政府的文武官员确有事实表现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

有利于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论何人，均表欢迎。

丁、汉口国军败共军于花园。

戊、共军猛攻安庆被击退。

己、王世杰自台湾到奉化。

４﹐３（三，六）

甲、毛泽东宴政府代表。

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琛、中国民主同盟

章伯钧、民主建国会黄炎培、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

合会常务委员谭平山、中国工农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执

行委员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蔡廷锴、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联合声明反对

大西洋公约，将遵守孙中山的遗嘱与苏联和各国和平民主势力携手并进，向侵略战争的发动

者作坚决的斗争。

丙、新华社社论【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坚持惩办战犯。

丁、李宗仁驻北平代表黄启汉到南京。

戊、白崇禧自南京回汉口。

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自奉化回广州。

庚、湖北共军占广水。

辛、广州附近驻军哗变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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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云南云县赵正元陷顺宁。

癸、云南主席卢汉之代表杨文清到香港，晤龙云。

４﹐４（三，七）

甲、新华社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是向战犯集团及美国帝国主义靠拢，一是向人民

靠拢，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

乙、大西洋公约由美、英、加、比、荷、挪、法、丹、葡、义、冰岛、卢森堡十二国在华盛

顿签字。

丙、美国会通过延长援华案（五千四百万元）。

４﹐５（三，八）

甲、北平和谈正式开幕。

乙、新华社社论【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

丙、李宗仁驻北平代表刘仲容及第三方面代表三人李民欣、朱蕴山、刘子衡到南京，以中共

条件交李宗仁，要求于４﹐９前依照北平方式组织联合委员会，于４﹐１２前成立，由毛李

任正副主席，否则解放军即渡江。并要求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财产，整编政府军队，

占领南京上海及长江以南战略地区，政府军撤出湖北，控制政府财政及经济资源，交出台湾

等地金条。

丁、南京对岸江浦共军进攻，占伏龙山、马鞍山。

戊、共军再攻安庆，芜湖对岸有战事。

己、上海学生举行４﹐１南京血案致哀会。

庚、张群再到奉化溪口。

４﹐６（三，九）

甲、美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谓李宗仁处境困难，实权仍受蒋控制。李及何应钦曾再度

提出美国财政与经济援助问题。

乙、何应钦自南京到广州，龙云之子绳武同行。

陈立夫等亦至（

自台湾）。

丙、湖北国军退守孝感。

丁、浙江嘉兴国防部预备干部团第一队哗变（贾亦斌主之）。

戊、江浦共军占桐山。

己、台北军警包围台湾大学及师范学院，逮捕学生。

庚、云南省参议会反对派军入省。

辛、胡适离上海赴美国。

４﹐７（三，一○）

甲、政府否认中共曾提最后通牒。

乙、李宗仁电毛泽东，协谈问题已采纳中共所提八条件为基础，战犯愿一身受之，立国大计

愿遵孙中山之遗嘱。

丙、国民党中央常会在广州举行，何应钦报告时局，通过和谈五原则：一、双方停战，各守

原防，如共军渡江，即宣告和谈破裂。二、保持国家独立自主精神。三、维护人民自由生活

方式，停止所有暴力政策。四、双方军队各就防区整编。五、政府组织以确能保证上列二、

三、四原则之实施为条件。成立十一人特种委员会研究和谈问题。又决议以傅秉常为外交部

长。

丁、蒋总裁告张群，如李宗仁站稳国民党立场，认清国家民族利益，不论和战，必全力支持。

戊、江北共军占领仪征及泗源沟。

己、中共连日广播，要求南京政府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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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浙江共军占玉环，县长被俘。

辛、李宗仁夫人到香港晤龙云。

４﹐８（三，一一）

甲、毛泽东与张治中长谈，允放弃一面谈判一面渡江之要求，亦不坚持政府应于４﹐１２前

对八条件表示最后的态度（计五点：一、战犯在条约中不举姓名，但仍须有【追究责任】字

样。二、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吴忠信须到北平签约。三、改编军队可

缓谈。四、共军渡江在签约后实行，或经过若干时日后再渡江。五、联合政府之成立，或须

经四五个月，在此期间，南京政府仍可维持现状，行使职权）。

乙、毛泽东电覆李宗仁，主根据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准备采取宽大政策。中

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份子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奋斗。

丙、何应钦自广州返京，白崇禧至自汉口。

丁、江北共军攻占三汉河施家桥（扬州南）及仪征西南之大河口，威胁龙潭之京沪路。

戊、皖北共军攻芜湖对岸之西梁山裕溪口。

己、鄂东共军占黄梅、浠水。

庚、浙赣铁路兵车在诸暨湄池触地雷。

辛、宋子文自香港到台北。

壬、新任外交部长傅秉常离俄返国。

癸、美、英、法协议，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４﹐９（三，一二）

甲、李宗仁、何应钦、阎锡山、白崇禧、张群、于右任、童冠贤、徐永昌等会商和谈及江防

问题。

乙、邵力子、章士钊晤毛泽东。

丙、江北共军进攻，龙潭落炮弹。扬中高桥镇为共军占领。

丁、鄂东共军攻占广济。

戊、成都、昆明、广州、兰州、厦门各学校以生活困难，先后罢教。

４﹐１０（三，一三）

甲、中共允下停止攻击令。

乙、中共广播，【人民解放军】三个野战军现正积极准备南渡长江，依照八项条件实现真正

和平。平津欢送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

丙、李宗仁电蒋总裁，谓共党条件苛刻，如和谈破裂，实难负重任，决心引退。

丁、蒋总裁电约李宗仁、何应钦、阎锡山、白崇禧在杭州会商。

戊、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及居正到奉化溪口。

己、南京对岸江浦及镇江对岸瓜洲、六圩、十二圩有战事（南京已闻炮声）。京沪警备总司

令汤恩伯到镇江部署。

庚、立法委员许闻天以组织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煽动军队叛变，被捕。

辛、云南共军占明山。

４﹐１１（三，一四）

甲、广州中央日报发表【和平与投降的分野】社论。

乙、阎锡山到奉化溪口（明日回南京）。

丙、吴铁城自广州到南京。

丁、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撤职留任（为【重庆】号事件）。

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

己、共军一部自三江营渡江入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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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云南保山县长张恒刚叛变。

４﹐１２（三，一五）

甲、苏北战事停止，共军自沿江后退。

乙、安徽共军攻占荻港西北长江中间之太阳洲。

芜湖对岸有战事。

丙、刘仲容、朱蕴山携李宗仁致李济琛书自南京返北平。

丁、龙云自香港致书李宗仁，劝接受中共八项要求，和平实现，滇乱可平，不允进京，反对

派兵入滇（本日发表）。

戊、居正任国史馆馆长。

４﹐１３（三，一六）

甲、北平和谈第一次正式会议（过去十二日为非正式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

【国内和平协议】草案八条二十四款，政府代表主划江分治。

乙、长江江北共军向后撤退。

丙、留粤立法委员重申和谈六项主张。

丁、张治中电劝蒋总裁毅然放下一切。

４﹐１４（三，一七）

甲、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

乙、大公报社总经理胡霖（政之）卒，年六十一。

丙、第六编练司令李弥到昆明，云南省参议会反对派兵来滇。

４﹐１５（三，一八）

甲、北平和谈第二次正式会议，中共代表团将协议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代表团，共八条二十

四款，并宣布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限期，亦即签字日期（战犯悔悟而有事实表现者予以宽大

待遇，否则从严惩办，废除宪法及法统。南京政府之一切武装力量，实行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立即成立整编委员会办理，人民解放军向南京政府所辖地区开进接收，一切和平移交，开赴

指定地点，分期移交军用物资，全部陆军部队均编成人民解放军。没收官僚资本。外交条约

应予审查，分别废除、修改或重订。联合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即行移交，一切机关企业财

产均须交出。和平协议实施后，中共可向新政治协商会议提议，由国民政府派遣代表出席该

会议。再由中共提议在联合政府中包括国民政府方面若干爱国份子。本协定签字后立即生

效）。

乙、李宗仁请美国发表某种声明，以延缓共军渡江。

丙、共军（林彪部）第四次围攻安阳。

丁、太原战事又起，共军发动攻击。

戊、云南政府军收复会泽。

己、于右任原定今日飞北平，未果。

庚、宋子文自台湾到厦门。

辛、台湾省政府颁行【私有耕地租用办法】。

４﹐１６（三，一九）

甲、黄绍竑及屈武携中共提交之和平协议案到南京。即与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群、

吴忠信等会议。

乙、江北共军占镇江东北之高桥。

丙、设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汤恩伯兼主任委员。

４﹐１７（三，二○）中共广播，和平协议必须于四月二十日签字，李宗仁要求展期并通知

美英各使。

４﹐１８（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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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４﹐７中央常会通过之和谈五原则。

乙、白崇禧访美大使司徒雷登，谓李宗仁拟请蒋总裁出国，交出所有权力及国家财富。

丙、江北共军攻镇江对岸十二圩，并占扬中对面之永安洲。

４﹐１９（三，二二）

甲、国民党和平对策十一人委员会会商中共国内和平协议，拒绝共军渡江要求（是日居正、

吴铁城、朱家骅自奉化溪口返京参加）。

乙、南京各机关再度紧急疏散。

丙、镇江东北共军试行强渡，不果。

４﹐２０（三，二三）

甲、国民党十一人委员会通过给政府代表团训令，不能接受和平协议，希望中共让步。当晚

由李宗仁、何应钦电张治中，谓中共所提协议全文之基本精神，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

处置，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即甘心忍辱签署，亦不能保证执行。

盼中共重新考虑，并即日成立停战协议。

乙、广州国民党中常会对中共和平协议发表声明，不接受中共所指内战责任，愿依五原则修

正和平条款，盼中共颁布停战令。

丙、张群、吴忠信到奉化溪口。

丁、吴铁城、黄绍竑自南京到广州。

戊、共军进攻江浦，南京可闻清晰炮声。

己、安庆战事又趋激烈。

庚、英舰二只（【紫水晶】号及【伙伴】号）在口岸附近被共军炮击受伤，伤亡三十余人。

４﹐２１（三，二四）

甲、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彭德怀、刘伯承、陈毅、林彪

发布命令，谓南京政府拒绝和平协议，应即奋勇前进。

乙、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叛变，共军陈毅部渡过长江。

丙、陈毅部三万人自安徽荻港渡江，国军马师恭部降。

丁、共军大炮千余门猛轰太原，逼近城垣。

戊、政府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等均投共党。

４﹐２２（三，二五）

甲、蒋总裁、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群、吴忠信、王世杰等会于杭州，李宗仁首请蒋

复职（蒋答以今日只讨论对时局政策，不涉及人事变动）。经决定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

之下设【非常委员会】，对政府今后政策，决议四事：一、对共党坚决作战。二、联合全国

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各军指挥。四、加强国民党团结及党

与政府联系。

乙、政府宣布坚决作战到底。

丙、何应钦兼国防部长，指挥全国陆海空军。

丁、共军占江阴扬中。

戊、共军占安徽南陵、青阳、至德及江西马当、彭泽。

４﹐２３（三，二六）

甲、国军退出南京，飞机场起火。李宗仁飞桂林。

乙、国军退出安庆、芜湖、镇江、丹阳、常州、无锡。

４﹐２４（三，二七）

甲、共军入南京。

乙、何应钦自上海到广州。

丙、南京美大使住宅被查看。



- 1592 -

４﹐２５（三，二八）

甲、【解放军总部】颁发布告，约法八章：一、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

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私学校医院及公益事业，五、除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国民党之公务员凡不抵抗及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不再逮捕，不加侮辱，六、散兵游

勇投诚报到者概不追究，七、先行减租减息，再行分配土地，八、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安全。

乙、国民党撤销和谈特种委员会。

丙、迎接政府和谈代表团之飞机返沪，代表未归（张治中、邵力子等降）。

丁、政府要员纷自上海飞广州、台湾。

戊、共军占太原，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梁敦厚等五百余人自杀，孙楚王靖国被俘。

己、共军进入皖南广德。

４﹐２６（三，二九）

甲、共军进入宜兴、常熟。

乙、蒋总裁离奉化，自象山乘舰到吴淞口复兴岛。

丙、上海火车飞机均改收银元。

丁、美陆战队自上海撤退。

戊、英首相阿特里在下院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诺言。

４﹐２７（三，三○）

甲、蒋总裁发表告同胞书，发挥力量拯救国家，愿以在野之身，拥护李代总统及何院长领导

奋斗。

乙、苏州国军撤出。

丙、共军进入浙江长兴吴兴。

丁、行政院决议停止共区邮电汇兑，撤销和谈代表团。

戊、吴虞卒于成都，年七十八岁。

４﹐２８（四，一）

甲、国军退出浙江武康，浙江省政府及杭州驻军撤退。

乙、国军第二十军长杨干才战死于皖南。

丙、蒋总裁巡视上海市街。

丁、邮电铁路轮船均按银元收费。

戊、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刘伯承为主任。

４﹐２９（四，二）

甲、国军退出浙江德清安吉孝丰。

乙、共军占江西浮梁。

丙、白崇禧自汉口到广州，张发奎自广州到桂林，晤李宗仁。

４﹐３０（四，三）

甲、杭州军政机关全部撤退。

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说明继续作战意义。

丙、陈诚谈话，以台湾为基地，徐图复兴大业。

丁、共军占吴江。

戊、【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声明愿与美英法建立外交关系，惟各国政府必须与国民政府断

绝关系，撤退在华武力。

５﹐１（四，四）

甲、共军进攻昆山，被击退。

乙、南京警备司令部成立，陈士渠为司令员，周兴为副司令员，袁仲贤为政治委员，江渭清

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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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上海【永兴】舰谋叛，未成。

丁、吴国桢辞职，陈良继任上海市长。

戊、司徒雷登之秘书傅泾波邀南京外事处长黄华访司徒雷登，被拒。

５﹐２（四，五）

甲、国军撤出浙江昌化于潜，共军占淳安。

乙、在长江为共军俘去之军舰八艘被国军炸毁六艘。

丙、阎锡山、白崇禧、居正、李文范到桂林，促李宗仁赴粤。

５﹐３（四，六）

甲、共军入杭州。国军炸毁钱塘江大桥。

乙、蒋总裁接李宗仁函，请其不再问国事，早日出国。并索取运存台湾之黄金。

丙、蒋总裁致书何应钦，转达李宗仁，请其即到广州，领导政府，并答复六事：一、李既代

总统，有权调整军政人事。二、库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收支依常规进行，任何人不再无理

干涉，妄支分文。三、美援军械，存贮分配，引退后无权过问，至鎗械由台运回，乃政府之

权，由政府自行处理。四、军队如有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惩处。五、非常委员会设立与否，

可请中央常会决之。六、决不出国亡命，并声明决不越分干涉政治。

丁、阎锡山、居正等自桂林回广州。

戊、程潜、唐生智、宋希濂、黄杰等会商湖南自卫。

己、陈纳德在美国会呼吁军事经济援华。

５﹐４（四，七）

甲、国军飞机炸北平南苑。

乙、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北平开会。

丙、共军占江西东乡、万年、贵溪、横峰、弋阳、余干，浙赣路断。

丁、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免职，派郭寄峤代理。

戊、白崇禧自广州回汉口。

己、监察院电促李宗仁赴广州。

庚、改善公教人员待遇，按关元（美金四分之一元）计算。

辛、美国务卿表示对华政策不变。

５﹐５（四，八）

甲、李宗仁致书美总统杜鲁门，请予中国援助，并指摘过去运用美援不当。

乙、共军占江西鄱阳。

丙、共军攻嘉兴，占领平望。

丁、国军飞机炸太原。

戊、英内阁宣布对中国采取放手政策。

己、美苏英法公报，本月十二日起，解除柏林封锁。

５﹐６（四，九）

甲、南昌各机关撤退。

乙、共军占江西上饶、玉山及浙江常山。

丙、昆山激战，共军一度进入。

丁、共军攻占安阳，守军师长郭清、指挥官赵质宸、刘乐仙等死之。

戊、福建土共占领安溪。

己、立法院复会，电促李宗仁即日赴广州。

庚、白崇禧到长沙。

辛、湖南武冈被围。

５﹐７（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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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共军占浙江嘉兴。

乙、蒋总裁自上海乘【江静】轮船赴舟山（５﹐９到）。

丙、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到桂林，再促李宗仁赴粤，白崇禧亦到。

丁、湖南省府委员在湘西干县被狙击殒命。

戊、新疆汉族文化促进会举行代表大会。

５﹐８（四，一一）

甲、李宗仁自桂林到广州，发表谈话，仍盼中共能临崖勒马，否则只有对暴力压迫作坚强抵

抗，决领导政府，尽其最大努力。又昭告官民，上下一心，完成安邦定乱重任。

乙、湖北共军迫黄陂。

丙、共军进入浙江寿昌、建德、兰溪、开化。

５﹐９（四，一二）

甲、共军第四野战军林彪部向汉口进攻。

乙、江西省府主席方天离南昌赴赣县，共军占抚州。

丙、共军自江西玉山入福建之浦城。

丁、国民党革新委员会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孟士衡等在上海枪决。

戊、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代表大会开幕。

５﹐１０（四，一三）

甲、上海国军收复浏河。

乙、共军占福建崇安建阳。

丙、白崇禧离汉口飞广州。

丁、何应钦在立法院报告时局。

戊、蒋总裁到普陀山。

５﹐１１（四，一四）

甲、共军占浙江嘉善。

乙、湖北省政府自武昌迁恩施。

丙、南京市长刘伯承、副市长柯庆施、张霖之就职。

丁、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组织部长陈惕庐等五人在上海枪决。

戊、驻美大使顾维钧访美国务卿艾契逊，要求声明对华支持。

５﹐１２（四，一五）

甲、共军占江苏浏河、太仓。

乙、蒋总裁到定海。

丙、柏林封锁解除。

丁、南京外事处长黄华晤美大使司徒雷登，谈美国承认中共政权问题。

５﹐１３（四，一六）

甲、共军占江苏昆山、嘉定。进攻狮子林、月浦、杨行，威胁吴淞。

乙、立法院决议支持政府作战，并向孔祥熙、宋子文、张嘉璈征借十亿美元。考选部裁撤，

铨叙部改署。

丙、白崇禧自广州回武汉。

５﹐１４（四，一七）

甲、国军退出江苏松江。

乙、共军占福建南平。

丙、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参议会议长刘积学自武昌金口渡江北去。

丁、程潜自长沙到广州。

戊、李宗仁之私人代表甘介侯离香港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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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四，一八）

甲、国军退出汉口武昌，白崇禧之总部移衡阳。

乙、上海附近刘行剧战。

丙、蒋总裁命陶希圣等研究国民党改造问题（时在定海）。

丁、蒋经国到上海，晤汤恩伯（汤语以军事无把握，次日蒋返定海）。

５﹐１６（四，一九）

甲、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分别通令全体党员及官吏人民，如有

再发求和言论者，以叛逆论，予以党纪国法处分。

乙、国军退出九江。

丙、共军自江苏南汇进向川沙、浦东、周浦。国军在杨行获胜。福建团队收复安溪。

丁、陈诚偕陈济棠、居正自台湾到广州，四川省府主席王陵基亦到。

戊、宋子文自香港赴巴黎。

５﹐１７（四，二○）

甲、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请蒋中正打消遁迹远隐之意。

乙、广州实施紧急戒严法令，开始疏散。

丙、共军再攻上海杨行。

丁、蒋总裁自定海飞抵澎湖马公。

５﹐１８（四，二一）

甲、上海浦东高桥附近激战。

乙、陕西共军突破渭河国军防线，进至咸阳临潼。

丙、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卢汉、谷正伦分任云南贵州绥靖主任。

５﹐１９（四，二二）

甲、共军占九江。

乙、蒋经国自澎湖飞福州（当日返）。

５﹐２０（四，二三）

甲、国军退出西安及江西樟树镇。

乙、上海市区（旧法租界）落炮弹。

丙、台湾宣布戒严。

丁、行政院发言人否认政府迁移计划，何应钦请辞。

戊、李宗仁之代表甘介侯离香港赴美。

己、广东行政专员李洁芝及梅县兴宁五华驻军叛变。

５﹐２１（四，二四）

甲、共军占南昌、德安、丰城。

乙、李宗仁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严整阵容，充实力量，抗拒暴力，负责领导反共战争。

丙、上海战事紧急，海空交通全停。

５﹐２２（四，二五）

甲、共军攻占上海西南之七宝，浦东高桥附近连日剧战。

乙、江南造船厂炸毁。

丙、陈诚、俞鸿钧、蒋鼎文自台北到澎湖马公，晤蒋总裁。

５﹐２３（四，二六）

甲、闽南行政专员陈惕生叛变，占上杭武平永定。

乙、广州财政金融粮食会议闭幕。

丙、美英苏法四外长在巴黎会议德国问题。

５﹐２４（四，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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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共军猛攻上海浦东，并突破徐家汇国军防线，国军开始撤退。

乙、李宗仁召开军事会议。

丙、国民党立法委员上书蒋总裁，请来粤主持党务。

５﹐２５（四，二八）

甲、共军进入上海市区，国军退苏州河以北（蒋经国自澎湖飞上海，至象山折回）。

乙、【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贺龙为主任，贾拓夫为市长。

丙、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在兰州就职。

丁、中国反侵略大同盟在广州成立，阎锡山、陈启天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

戊、外交部长傅秉常辞职，由叶公超代理。

５﹐２６（四，二九）

甲、李宗仁对美记者谈话，谴责中共受莫斯科控制，盼美国对华作道义上的援助。

乙、阎锡山、于右任、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携李宗仁函到台湾谒蒋总裁，请赴广州主持

大计（本日蒋总裁自马公到高雄）。

丙、广州绥靖公署下令逮捕参加粤东叛变之该署副主任吴奇伟。

丁、共军占湘鄂交界之羊楼司。

戊、甘介侯到华盛顿。

５﹐２７（四，三○）

甲、共军完全占有上海，国军自吴淞撤往台湾。

乙、共军占江西清江（翌日又为国军夺回）。

丙、陕西国军收复凤翔。

丁、立法院通过兵农合一，实施土地改革案。

戊、【灵甫】号军舰交还英国。

己、柏林交通又封锁。

５﹐２８（五，一）

甲、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毅为主任委员。

乙、岳阳附近激战（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率保安团叛归共军）。

丙、杨虎、张澜等通电拥护中共。

丁、阎锡山、于右任等自台湾返广州。

５﹐３０（五，三）

甲、行政院长何应钦辞职，李宗仁提居正继任。

乙、俄大使罗申离广州返国。

丙、共军进攻青岛。

５﹐３１（五，四）

甲、立法院以一票之差，不同意居正任行政院院长。

乙、蒋总裁拟订防守及治理台湾计划。

丙、中苏航空协定延长五年（本日在迪化签字，原约订于１９３９年，本年９﹐９期满）。

６﹐１（五，五）

甲、崇明岛国军撤退。

乙、陕西国军收复岐山，与共军激战于蔡家坡。

丙、闽南国军收复上杭。

丁、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开放长江、黄浦江及吴淞。

６﹐２（五，六）

甲、李宗仁提阎锡山为行政院院长（明日立法院通过）。

乙、蒋总裁研究台湾整军、财务、军政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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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马鸿逵自兰州到陇东，慰问前方部队。

丁、正式公布第十任班禅喇嘛。

６﹐３（五，七）

甲、阎锡山在台北谈话，新内阁为作战内阁（阎昨日来台奔母丧）。

乙、蒋总裁拟订当前政策及用人行政方针八项，拟定台湾币制改革基金。

丙、青岛国军撤退。

丁、广东第二区（惠州）行政专员廖鸣欧及保安团军官陈佩、梁一飞因谋变被枪决。

戊、张云代陈可忠任中山大学校长。

６﹐４（五，八）

甲、蒋总裁与阎锡山在高雄谈当前政策。

乙、广州各部院大裁员。

丙、台北米粮无市。

丁、李济琛等宣言抗议香港政府限制民主权利。

６﹐５（五，九）阎锡山自台湾回广州。

６﹐６（五，一○）

甲、李宗仁在广州讲演，勖勉国民党人士重新领导革命运动，痛改前非，肃清一切自私自利

心理，捐除以往恩怨是非成见。

乙、阎锡山谈话，确保华南，寸土必争，并盼友邦予以支持。

丙、广东发行大洋票及辅币券。

丁、美大使司徒雷登再晤黄华，黄华要求美国与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６﹐７（五，一一）

甲、李宗仁代表甘介侯晤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

乙、英国防部大臣亚历山大到香港视察。

丙、英美轮各一艘自香港到上海。

６﹐８（五，一二）

甲、阎锡山组阁感受困难，国民党要人多不允参加。

乙、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戒严。

丙、陕西国军收复平利。

丁、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撤职通缉。

６﹐９（五，一三）

甲、刘伯承、林彪部向南昌集中。

乙、白崇禧自长沙到广州，商阁员问题。

丙、宋子文自巴黎到纽约。

丁、国军宣布关闭上海港口。

戊、云南保山失守。

６﹐１０（五，一四）

甲、陕西干县岐山激战。

乙、自青岛撤退之国军（刘安祺部）经台湾开海南岛。

丙、空军袭上海机场。

６﹐１１（五，一五）

甲、阎锡山内阁组成，副院长朱家骅，阎兼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胡适（叶公超代理），财政

徐堪，内政李汉魂，经济刘航琛，教育杭立武，司法张知本，交通端木杰，蒙藏委员会关吉

玉，侨务委员会戴愧生，政务委员张群、陈立夫、吴铁城、徐永昌、黄少谷、万鸿图（

民社党）、王师曾（青年党），秘书长贾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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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国民党设立最高决策委员会，蒋中正、李宗仁为正副主席，阎锡山、何应钦、孙科、张

群、陈立夫、吴铁城、吴忠信、居正、李文范为委员。

丙、陕西胡宗南军收复岐山、扶风。

丁、政府和谈代表刘斐自北平经香港到广州（寻返港，６﹐１７又来穗。又章士钊亦自平到

港）。

６﹐１２（五，一六）

甲、阎锡山表示决不迁都重庆。

乙、西北马步芳、马鸿逵军收复陕西干县、醴泉，胡宗南军收复郿县鄠县，共军彭德怀东退。

丙、江西共军占修水。

丁、上海华东解放军司令部禁止外币及金银流通使用（须向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券）。

６﹐１３（五，一七）

甲、阎锡山等就职，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以达成战时内阁任务。

乙、自青岛撤退之刘安祺部到达海南岛及雷州。

丙、陕西胡宗南军占引驾回，并会合宁青骑兵于兴平。

丁、共军开放青岛港口。

６﹐１４（五，一八）

甲、陕西胡宗南军收复武功。

乙、出席捷克京城共党大会之中共代表钱俊瑞谓中共承认共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其重要主义，

毛泽东政治理论中绝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６﹐１５（五，一九）

甲、台湾省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以五与一比率直接联系美金。

乙、行政院决议封锁共匪海口。

丙、河南省主席张轸撤职通缉，由赵子立代理。

丁、陕西国军收复兴平盩厔。

戊、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

己、毛泽东发表演说，抨击美国，声言西方国家必须与中国反动份子绝缘。

６﹐１６（五，二○）

甲、李宗仁、阎锡山电请蒋总裁来广州主持大计。

乙、蒋总裁对台湾凤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话。

丙、滇黔两省部队会师。

丁、空军炸上海造船厂。

戊、上海军管会颁布修改中小学校教科书原则。

６﹐１７（五，二一）吴忠信到高雄，晤蒋总裁。

６﹐１８（五，二二）

甲、政府电台广播，将大举轰炸沿江沿海各港口城市。

乙、蒋总裁电覆李宗仁、阎锡山，允于短期内赴广州。

丙、蒋总裁以英国怂恿美国，由联合国托管台湾，以固香港，坚决反对，如愿相助，共同防

卫，则不拒绝。

丁、青海骑兵在陕西三原被围（寻突出）。

６﹐１９（五，二三）

甲、中共宣布愿与对人民政府采取友好态度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乙、传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将建议美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

丙、甘肃境内民航机失事。

丁、上海工潮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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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五，二四）

甲、蒋总裁接驻日代表团电，盟军总部有将台湾转交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议，即电复令详告

麦克阿瑟：一、中国政府及本人无法接受。二、台湾可能于短期内成为中国反共力量之新的

政治希望。三、美国如承认中共，决不能化中共为狄托，亦不能范围中共行动，１９４５年

美国曾抛弃在伦敦之波兰政府，结果毁灭波兰反共力量，此事可为殷鉴。中国政府有其广大

根据地，决不至成为类似伦敦之波兰流亡政府。四、美国决不可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应防

阻他国承认，美国应协助中国反共力量，并确保台湾，使成为一新的政治希望。

乙、行政院宣布自本月二十六日起，封锁上海、天津、秦皇岛、宁波、永嘉等港口。

丙、中常会商讨保卫华南及迁都问题。

丁、总统府否认刘斐有任何建议。

戊、空军袭上海。

６﹐２１（五，二五）

甲、英轮【安琪色施】号，在上海被政府空军轰炸。英方抗议。

乙、蒋总裁召开会议，商讨情报机构之统一与重建问题。

丙、蒋总裁自高雄移驻桃园大溪。

丁、阎锡山嘉勉马步芳。

６﹐２２（五，二六）李宗仁之代表甘介侯晤美总统杜鲁门。

６﹐２３（五，二七）

甲、行政院宣布施政方针，以军事为核心。

乙、李宗仁电勉马步芳。

丙、空军连日轰炸长江下游及沪杭铁路。

丁、埃及货轮在长江口被海军炮击。

戊、陕西国军收复商南。

６﹐２４（五，二八）

甲、美大使司徒雷登原定今日赴北平（中共已允可），以国务院未批准，不果（是日美国参

议员诺兰WilliamF。Knowland等二十一人致书杜鲁门，反对承认中共）。

乙、蒋总裁到台北，出席东南区军事会议。

丙、蒋总裁与吴敬恒长谈，决设总裁办公室，即驻草山。

６﹐２５（五，二九）

甲、外交部声明关闭上海天津等港口，并非执行封锁。

乙、外交部为【安琪色施】事件，答复英国抗议，并请英轮驶离各关闭港口。

丙、蒋总裁准备总裁办公室之备案与成立，派定各单位人员。

６﹐２６（六，一）

甲、李宗仁、阎锡山再电催蒋总裁来广州，立法委员一百八十余人亦联名函请。

乙、陆军总司令张发奎辞职，由顾祝同兼任。

丙、韩国前任总统独立党领袖金九被刺。

６﹐２７（六，二）

甲、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到台北，向蒋总裁报告川省近况，谓熊克武等正作通匪准备。

乙、共军自鄂中渡江入湖南华容境。

丙、财政部长徐堪、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台北，晤蒋总裁（蒋连日召开会议）。

丁、英方表示反对封锁海口，将保护航行。

６﹐２８（六，三）

甲、鄂西团队收复当阳。

乙、彭德怀败马步芳军于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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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陈立夫自广州到台北。

丁、长江大水。

戊、南京外事处长黄华访司徒雷登，欢迎其前往北平。

６﹐２９（六，四）

甲、美国照覆外交部，不承认关闭港口为合法，除非能有效的实施封锁。

乙、空军炸上海火车站。

丙、通缉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

丁、李汉魂、邱昌渭及黄旭初分自粤桂到长沙。

６﹐３０（六，五）

甲、英国照会外交部，不承认关闭港口（７﹐２外交部驳覆）。

乙、外交部照覆美国关闭港口，系在主权范围之内，盼能与中国政府合作。

丙、政府连日会商，确保华南各省。

丁、何应钦自广州到台北，徐堪返广州。

７﹐１（六，六）

甲、公布截断共区海上交通办法。

乙、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说明中共之政治乃以工农阶级作领导，联合小资产阶

级及民族资本家共同之独裁，共党政治之最高目的在消灭阶级、政党与国家机构，以达大同

之境。中共所需外援，不属于英美方面，而属于苏联。

丙、中共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号。

丁、江西国军收复樟树镇。

戊、艾契逊电司徒雷登，不准其前往北平。

７﹐２（六，七）政府改革币制，以银元为本位，并发行银行兑换券。各省得发行一元及一

元以下之辅币券。

７﹐３（六，八）

甲、空军炸上海真茹龙华。

乙、闽南国军收复长汀、连城（共军林志光昨占长汀）。

丙、李汉魂等自长沙返广州。

丁、广东大雨成灾。

７﹐４（六，九）

甲、蒋总裁在台北对美记者范智华等谈话，今后仍以革命领导者地位，号召全国与共党斗争

到底，谴责苏俄不遵守条约，盼美国予以援助。

乙、江西共军占新丰。

丙、粤东国军收复平远。

丁、空军炸安庆九江附近船只。

７﹐５（六，一○）

甲、北平广播谴责美国计划攫取台湾。

乙、上海共军宣布停止国外对沪汇款。

７﹐６（六，一一）

甲、政府及社会领袖蒋中正、李宗仁、阎锡山、胡适、于斌、曾琦、张君劢等发表反共救国

宣言。

乙、粤东国军收复梅县。

丙、桂林大水。

丁、上海美国副领事奥立夫被拘（７﹐９释放）。

７﹐７（六，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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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李宗仁广播，申明反共意义与改革政治主张。

乙、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发表谈话，对驶入关闭港口外轮，决采有效行动。

丙、北平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发表宣言，谴责美国支持国民党破坏和平，扶持日本，

羁延缔结对日和约，并要求给予不久在北平成立之民主联合政府以代表中国出席对日和会之

全权。强调苏联为其主要支持者。

丁、新疆中苏通商谈判停顿。

戊、国军收复闽南上杭永定及赣南新丰。

７﹐８（六，一三）

甲、西藏政变，驻拉萨之蒙藏委员会办事处人员被迫离去（英人黎吉生仍为印度驻拉萨商务

专员）。

乙、蒋总裁召开整理党务会议，商定改造方案及总裁办公室组织大纲。

丙、闽北战事移至白沙、水口、灵峰，福州形势紧急。

７﹐９（六，一四）

甲、朱德广播，谴责美国重建日本，要求由联合政府派遣代表加速与日本缔结和约。

乙、陕南共军占平利。

丙、舟山国军进攻镇海及象山港。

７﹐１０（六，一五）

甲、蒋总裁偕王世杰、吴国桢自台北到菲律宾碧瑶与菲总统季里诺会谈远东防共问题，及太

平洋联盟计划。

乙、南昌共军开始西渡赣江，占领高安。

丙、陕西共军自兴平大举西进。

丁、长江下游大水。

戊、英轮岳州号在浙海被国军舰队阻截。

７﹐１１（六，一六）

甲、蒋总裁季里诺发表联合声明，邀约远东各国组织联盟，增强团结互助，以抑制并抵抗其

共同威胁，盼尽早召开预备会议。

乙、英外部为中国封闭港口事再提驳辩，措词强硬。

丙、陕西共军占武功扶风。

丁、江西共军占领峡江。

戊、粤东国军收复饶平。

７﹐１２（六，一七）

甲、蒋总裁自菲律宾抵台南。

乙、南韩总统李承晚赞成组织远东反共联盟，并邀中菲两国领袖访韩。

丙、鄂西共军进攻宜昌。

丁、广东共军占海丰。

７﹐１３（六，一八）

甲、江西共军占清江、新喻、宜丰。

乙、驻菲律宾公使馆升为大使馆。

丙、香港政府扣留广东省政府所购机关枪一千六百挺。

７﹐１４（六，一九）

甲、蒋总裁自台南到广州，发表谈话，决为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奋斗（王世杰、黄少谷同行）。

乙、陕西共军彭德怀、徐向前占宝鸡。

丙、湖南共军自平江南进。

丁、江西共军占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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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广东共军占陆丰。

７﹐１５（六，二○）

甲、蒋总裁在广州招待国民党中央委员，声言以广州为据点，保护大广东。

乙、湖北共军占领沙市及宜都。

丙、空军炸上海龙华机场，毁共军飞机二架。

丁、空军炸温州港内轮船。

戊、菲总统季里诺谈话，不论英美是否赞可，决努力促成反共联盟实现。

己、上海汉口美国新闻处被封闭。

７﹐１６（六，二一）

甲、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成立，蒋中正、李宗仁、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

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为委员，蒋李为正副主席。

即讨论阎锡山之【扭转时局方案】，拟组织国际志愿队。

乙、江西共军占吉安，另支占铜鼓。

丙、江西国军收复安福、崇仁，广东收复紫金。

丁、空军猛炸京沪路戚墅堰机车厂。

戊、福建国军收复漳平。

己、英轮由英海军护送驶入天津港口。

７﹐１７（六，二二）

甲、湖北共军占领宜昌，另支占南岸枝江松滋。

乙、江西共军占吉水。

丙、福建国军收复德化。

丁、白崇禧到广州（明日回长沙）。

戊、驻藏办事处，学校、电台、医院均被关闭，人员百余离拉萨。

７﹐１８（六，二三）

甲、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接受蒋总裁之【中国国民党改造案】。

乙、李宗仁、阎锡山、顾祝同组织三人军事小组。

丙、行政院长阎锡山发表声明，接纳中菲碧瑶协议。

丁、设置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辖苏浙闽台四省，陈诚任长官。

戊、湖南共军占平江。

己、江西共军占上高。

庚、闽南国军收复永定。

辛、北平美国新闻处被封闭。

壬、中苏友好协会在北平成立，宋庆龄为主席。

７﹐１９（六，二四）

甲、林彪部自平江占浏阳，左翼（江西）占分宜、宜春。

乙、空军炸南京电厂、自来水厂、广播电台。

丙、美总统杜鲁门在芝加哥讲演，抨击共产主义国家。

丁、韩国总统李承晚邀蒋总裁往访。

戊、蒋总裁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决定保卫广州计划。

７﹐２０（六，二五）

甲、林彪部占江西萍乡。

乙、共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部自江西泰和占永新。

丙、空军炸湘赣前线及南京、浦口、淮南煤矿。

丁、政府驻拉萨人员全部被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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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六，二六）

甲、自萍乡入湘之林彪部与自浏阳南下共军会合。

乙、程潜离长沙赴邵阳，湖南主席由陈明仁代理。

丙、蒋总裁乘华联轮离广州赴厦门。

丁、宁夏主席马鸿逵到广州。

戊、粤东国军收复海丰。

己、派关吉玉马步芳为主持第十辈班禅坐床典礼专使。

庚、天津美国新闻处被封。

辛、美国参议院通过大西洋公约。

７﹐２２（六，二七）

甲、共军逼长沙、株洲，白崇禧自长沙移驻衡阳。

乙、林彪之代表李明灏等与程潜代表会于平江。

丙、蒋总裁到厦门（次日召见汤恩伯、朱绍良）

。

丁、石觉任舟山群岛防卫司令官。

戊、空军炸上海黄浦江轮船。

７﹐２３（六，二八）

甲、共军自湖北松滋占湖南澧县。

乙、广州中山大学教职员学生百余人被捕。

丙、行政院决定文职人员薪俸支给标准，最低二十元，最高五十二元。

丁、南京美国新闻处被封。

７﹐２４（六，二九）

甲、蒋总裁自厦门抵台北，决定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

乙、共军东路自萍乡占湖南醴陵。

丙、天津美国大通银行停闭。

７﹐２５（六，三○）

甲、共军自湖南澧县占石门。

乙、彭德怀之第一野战军占甘肃陇县。

丙、闽北国军收复大田，闽南收复宁洋。

７﹐２６（七，一）

甲、林彪之第四野战军东路占株洲，西路占慈利。

乙、李宗仁到衡阳，晤白崇禧，下午抵福州，晤朱绍良。

丙、美英通告华南撤侨。

丁、一月以来英轮驶抵天津秦皇岛等地者约十二艘。

７﹐２７（七，二）

甲、李宗仁到台北，晤蒋总裁及陈诚。

乙、刘伯承之第二野战军占江西莲花，国军收复永丰。

丙、马鸿逵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代郭寄峤），马步芳实授西北军政长官。

丁、李及兰任广州卫戍总司令，广州戒严。

７﹐２８（七，三）

甲、李宗仁在台北讲演，盼奋起团结，并与爱好和平自由之一切民族携手，从事反侵略反暴

力之战争。

乙、江西共军占泰和。

丙、沿西兰公路西进之彭德怀部占甘肃泾川，另支被阻于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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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９（七，四）

甲、蒙藏委员会发言人抨击西藏强迫中央驻藏人员撤退为违法悖理。

乙、林彪部占常德，国军宋希濂部南退。

丙、国军收复江西莲花，衡阳东侧威胁解除。

丁、上海美国领事馆被前美国海军雇员包围。

７﹐３０（七，五）

甲、李宗仁连日与蒋总裁作五次长谈，本日离台北回广州。

乙、彭德怀部占甘肃平凉。

丙、湖南省府主席程潜辞职，陈明仁继任。

丁、上海美国领事馆仍被包围。

７﹐３１（七，六）

甲、程潜自邵阳返抵长沙，黄杰、邓文仪自广州来晤，不果。

乙、马鸿逵自广州到台北。

丙、塔斯社宣布苏联已与满洲人民民主当局订立商务协定。

丁、被共军扣留之英舰【紫水晶】号逃出长江。

８﹐１（七，七）

甲、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通电附共。

乙、林彪部中路占湖南滋渌口，西路占桃源。

丙、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商讨保卫华南计划。

丁、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在台北成立。

戊、上海美领事馆包围解除。

８﹐２（七，八）

甲、美大使司徒雷登离南京返国。

乙、英商轮【摩勒】号自香港到上海。

８﹐３（七，九）

甲、程潜与林彪之代表李明灏签订长沙和平协议。

乙、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司令陈明仁通电重整战斗阵容，卫国保乡。

丙、程潜部师长汤季楠占邵阳。

丁、蒋总裁自台北赴韩国，中途停定海。

８﹐４（七，一○）

甲、陈明仁通电主张和平。

乙、林彪部进入长沙。

丙、政府通缉程潜。

丁、国民党开除程潜、黄绍竑、贺耀组、刘建绪、蒋光鼐等党籍。

戊、空军袭上海。

己、达赖喇嘛之兄嘉乐顿珠应印度之邀，抵新德里。

８﹐５（七，一一）

甲、美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说明对华政策，指责中国政府腐败无能，苏联协助

中共，中共为苏联利益服役，美国应鼓励中国民主势力，支持门户开放及中国独立，领土主

权完整。

乙、华中军政前长官兼湖南主席陈明仁投匪叛国，撤职缉办，任命黄杰为湖南主席。

丙、派绥远主席董其武兼任西北军政副长官。

丁、美大使司徒雷登过檀香山飞华盛顿。

８﹐６（七，一二）



- 1605 -

甲、蒋总裁自定海飞抵韩国镇海，晤韩总统李承晚，商谈远东防共联盟问题。

乙、外交部代部长叶公超向俄代办抗议苏俄与满洲人民民主当局缔结互换商品协议。

丙、彭德怀部进至甘肃隆德。

８﹐７（七，一三）

甲、蒋总裁与李承晚举行正式会议（谈中韩联盟及海上、空中合作）。

乙、第十四军军长成刚收复湖南邵阳，击败程潜部师长汤季楠及警备司令魏镇。

８﹐８（七，一四）

甲、蒋总裁与韩国总统李承晚发表联合声明。远东各国一致行动消灭共产主义之威胁，并促

菲总统季里诺召开碧瑶会议（即返台北）。

乙、菲总统季里诺到华盛顿。

丙、国军再复赣西莲花。

丁、共军占湖北兴国。

８﹐９（七，一五）

甲、共军进至甘肃固原通渭静宁。

乙、海军截获塘沽口外轮船多只。

丙、菲总统季里诺向美参议院演说，敦促支持反共联盟。

丁、中韩订立航务条约。

８﹐１０（七，一六）

甲、琼岛国军收复乐东。

乙、吴铁城到台北。

丙、第十辈班禅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礼。

丁、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抵华盛顿。

８﹐１１（七，一七）

甲、共军攻占福建长泰，截断福州厦门交通线。

乙、内蒙自治代表大会闭幕，选德王为自治政府主席，达王为副主席，设自治政府于定远营。

８﹐１２（七，一八）

甲、山东共军进攻长山八岛，登陆南岛。

乙、吴铁城到东京。

丙、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自兰州到广州（马步芳与马鸿逵不合作）。

丁、行政院颁布【国民反共公约】。

８﹐１３（七，一九）

甲、吴铁城在东京晤麦克阿瑟。

乙、毛泽东宣布将以北平为首都。

丙、共军占甘肃陇西。

丁、黄绍竑、贺耀组等四十四人在香港发表宣言。

戊、白崇禧、胡宗南到广州。

８﹐１４（七，二○）

甲、江西共军占赣州。

乙、国军退出湖南湘潭、安化、宁乡。

８﹐１５（七，二一）

甲、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在台北成立。

乙、台湾【三七五减租】完成。

丙、湘东国军退出攸县茶陵。

丁、马步芳、胡宗南抵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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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６（七，二二）

甲、外交部代部长叶公超对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声明，对于中共为澈底之马克斯主义者及苏

联破坏中苏条约两结论引以为慰，对于异议保留发表详切声明。

乙、吴铁城在东京谈话，拒绝台湾托管。

丙、香港政府查封中国航空公司之启德机场设备。

丁、福建绥靖主任兼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离福州。

戊、江西国军收复南康。

８﹐１７（七，二三）

甲、共军占领福州。

乙、共军占甘肃会川。

丙、湘西国军大败林彪部第五十一军张轸于青树坪。

丁、马步芳、马鸿逵离粤返兰州。

戊、龙云致书卢汉及云南参议会，劝举义反正，参加解放运动。

己、广州美领事馆奉令停闭。

庚、麦克阿瑟拒绝返国报告远东局势。

８﹐１８（七，二四）

甲、国军第一兵团（原属陈明仁）军长成刚、彭锷、杜鼎通电讨程潜、陈明仁。

乙、吴铁城再晤麦克阿瑟。

丙、美参议员诺兰建议派高级将领来华。

８﹐１９（七，二五）

甲、长山列岛国军撤退。

乙、共军进占舟山群岛之大榭岛。

丙、兰州附近战事开始。

８﹐２０（七，二六）

甲、吴铁城自东京返抵台北，向蒋总裁呈递与麦克阿瑟会谈记录。

乙、李宗黄谒蒋总裁，报告云南卢汉态度不稳。

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召集军政首要会议，准备改变态度。

丁、共军占江西赣州。

８﹐２１（七，二七）

甲、兰州近郊剧战。

乙、胡宗南自广州返抵汉中。

丙、美参议员勃里奇等联合声明，请切实援华。

８﹐２２（七，二八）

甲、驻藏政府人员撤入印度。

乙、湘西国军复新化。

８﹐２３（七，二九）

甲、江西共军占瑞金。

乙、蒋总裁自台北飞抵广州，召见顾祝同、薛岳、余汉谋、刘安祺等，商军事部署。

丙、高雄港【众利】轮爆炸，延烧岸上物资（糖二万四千吨），死伤数百人。

丁、甘介侯在美声明，李宗仁并未同意建立中苏合作基础。

８﹐２４（闰七，一）

甲、蒋总裁抵重庆，与张群会谈。

乙、设置华南长官公署，以余汉谋为长官。

丙、赣南刘伯承部自大庾信丰南进。



- 1607 -

８﹐２５（闰七，二）

甲、赣南刘伯承占龙南、寻邬、安远。

乙、关麟征继任陆军总司令。

丙、英国货轮【摩拉】号，在长江口外，被海军截获。

８﹐２６（闰七，三）

甲、彭德怀、徐向前部占兰州，马步芳部撤往河西，溃不成军（

马鸿逵与马步芳不和，所部早自陇东撤回宁夏）。

乙、陕南国军胡宗南部自凤县反攻宝鸡。

丙、顾维钧访美国务院。

８﹐２７（闰七，四）

甲、蒋总裁召见宋希濂、胡宗南、谷正伦，商西南局势，并派李弥回滇。

乙、徐永昌到西宁宁夏晤马步芳、马鸿逵。

丙、陇南胡宗南部收复西和。

丁、赣南国军收复龙南。共军入粤东焦岭平远。

戊、韩国首任驻华大使申锡雨递国书。

８﹐２８（闰七，五）

甲、共军占湘南汝城。

乙、马步芳携眷到台湾，所部退至河西武威（马部五万余全溃，仅余骑兵二团）。

８﹐２９（闰七，六）

甲、蒋总裁在渝召西南及各省军政当局会议（卢汉未到），决拒匪于川境之外。

乙、福建共军占永安。

８﹐３０（闰七，七）

甲、广东立法监察委员等上书政府，请查办参谋总长顾祝同。

乙、广州绥署副主任陈策卒。

丙、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派孙立人为台湾防卫司令。

８﹐３１（闰七，八）

甲、闽南陈毅部占泉州。

乙、粤东土共占梅县。

丙、派宋希濂为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

９﹐１（闰七，九）

甲、贵州实施【二五】减租。

乙、粤东国军收复兴宁。

９﹐２（闰七，一○）

甲、共党在重庆纵火，延烧十八小时，死亡近万人，全市精华损失大半。

乙、马鸿逵到重庆，谒蒋总裁。

丙、李宗仁代总统明令通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祖涵、李立三、刘少奇、陈绍禹、董

必武、李富春、林彪、刘伯承、彭德怀、陈毅、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康生、高

岗等十九人。

丁、粤东国军收复普宁。

戊、陇南国军收复礼县。

己、中共广播将解放西藏。

９﹐３（闰七，一一）

甲、李宗仁发表告中外人士书，共同努力扑灭赤祸，对极权主义侵略采取积极行动。

乙、昆明发生动乱（杨杰等策动），中央人员被迫撤离，学生作反政府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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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贵阳学生游行，呼口号，扭秧歌。

丁、粤东国军复梅县兴宁。

９﹐４（闰七，一二）

甲、广州积极布署，巩卫华南。

乙、闽南共军迫近厦门。

丙、共军占西宁。

丁、中共海军军官学校在南京成立。

９﹐５（闰七，一三）

甲、粤军收复龙门。

乙、蒋总裁招待重庆各界，昭示决心，不久即可重庆胜利。

９﹐６（闰七，一四）

甲、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自昆明到重庆，访蒋总裁，痛陈苦衷，要求增编六军，现洋二千万

元。

乙、麦克阿瑟对来日本视察之美国会委员会表示，援华尚未晚。

９﹐７（闰七，一五）

甲、阎锡山到重庆，商云南问题（李宗仁主扣留卢汉，蒋总裁持不可，并再与卢汉长谈）。

乙、福建共军渡海攻平潭。

９﹐８（闰七，一六）

甲、卢汉携现洋一百万元自重庆返昆明，张群到广州。

乙、中共派叶剑英为华南局书记兼广东军区司令员及政治特派员，张云逸、方方为副书记，

以聂荣臻继北平市长兼军管处主任。

丙、湘南国军收复汝城酃县。

丁、派胡宗南兼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

戊、美参议员麦加锡、勃里奇、诺兰、惠理联合发表【对华白皮书备忘录】。

己、驻美大使馆驳参议员康纳利指摘蒋介石移存台湾之一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作为私人之用。

庚、英轮【隆美】号在长江口外被截获。

９﹐９（闰七，一七）

甲、阎锡山自重庆返广州。

乙、前经济合作署中国分署长赖普汉促美国对中共政府予以事实承认，反对再予国民政府援

助。

９﹐１０（闰七，一八）

甲、中共之新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在北平开幕。

乙、卢汉奉政府命令解散云南省参议会，查封反动报纸，解散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及各

中学，杨杰走香港。

丙、宁夏国军收复豫旺堡。

丁、番禺附近土共数百被击溃。

戊、英东南亚高级专员麦唐纳与麦克阿瑟晤谈后离日赴香港。

９﹐１１（闰七，一九）

甲、甘肃国军退至张掖。

乙、云南参议会解散，议员十八人被捕，报馆十家被封，记者被捕。

丙、陈诚到厦门视察。

丁、空军猛炸上海。

戊、重庆南岸大火，焚毁八十余家。

９﹐１２（闰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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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蒋总裁自重庆抵成都。

乙、美参议院外交及武装部队两委员会通过援外案，其中七千五百万元用于远东（中国）。

丙、广州一军火库爆炸。

丁、东京传中国将招募日美志愿空军。

９﹐１３（闰七，二一）

甲、蒋总裁对成都各界人士谈话，确保西南根据地。

乙、张群打消辞意，自粤返渝。

丙、云南中等学校全部解散。

丁、美国务卿艾契逊、英外相贝文会谈远东问题。

９﹐１４（闰七，二二）

甲、美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与李宗仁长谈四小时。

乙、通缉黄绍竑、龙云、贺耀组、刘斐、刘建绪、李任仁、罗翼群、胡庶华、李觉、李默庵、

潘裕昆、舒宗鎏、周一志等五十五人。

丙、白崇禧连日在广州与余汉谋、薛岳商华南军事（９﹐１７返衡阳）。

丁、行政院派汤恩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不同意）。

戊、香港发表三月来自香港开往共区船只三十余艘，载货十三万吨。

己、美国务院覆伊斯勃兰公司，不允派军舰护送商船进入上海。

９﹐１５（闰七，二三）

甲、共军陈赓部进入粤北翁源境，并占龙仙。

乙、李宗仁召开军事会议。

丙、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自广州到台北，晤陈诚。

丁、粤东国军收复陆丰。

９﹐１６（闰七，二四）

甲、阎锡山对外国记者谈，求反共国家团结一致，欢迎恢复美国军事顾问团，职权与范围由

中美会商，美援到达，可保证合理应用。

乙、共军占宁夏中宁及甘肃武威。

丙、广州连日发生强拉壮丁纠纷。

丁、东京盟军总部否认中国获得日本飞行员说。

９﹐１７（闰七，二五）

甲、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英法支持美国放弃中国政策，并早日缔结对日和约。

乙、蒋总裁在成都召见刘文辉、邓锡侯、王缵绪、向传义，即飞返重庆。

丙、陈毅部攻占福建平潭岛及漳州（平潭国军不战而退，兵团司令李延年到台北后被扣押）。

丁、马步芳离广州赴香港。

戊、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筹备会，改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９﹐１８（闰七，二六）

甲、甘肃国军撤至酒泉。

乙、宁夏共军越张恩堡迫金积。

丙、英镑宣布贬值。

９﹐１９（闰七，二七）

甲、绥远主席董其武及将领孙兰峰等通电参加共军。

乙、西北共军占河西张掖。

丙、策动昆明事件之杨杰在香港被暗杀（杨于数日前自昆明到港）。

丁、厦门外围激战，共军占马港同安。

戊、湘西共军占沅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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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美国伊斯勃兰公司货轮两艘突过国军封锁线，驶抵上海。

９﹐２０（闰七，二八）

甲、蒋总裁发表告党员书，决重新改造国民党。

乙、宁夏马鸿宾叛变，扣留自成都来之运输机（９﹐２９该机脱逃）。

丙、湘南国军再占汝城。

丁、闽南共军占厦门外围之澳头。

戊、【长治】舰在长江口外叛变，舰长胡敬端、副舰长孔祥栋等均死之。

己、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９﹐２１（闰七，二九）

甲、中共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平开幕，代表六百三十五人（共六百六十一人），

毛泽东致开幕词，说明将制定该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选

举全国委员会，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国旗国徽，决定国都及年号，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

团结一起。刘少奇、高岗、李立三、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黄炎培、张治中、程潜、司徒

美堂及新疆代表赛福鼎演说。

乙、蒋经国携蒋总裁致卢汉函自重庆到昆明。

丙、被扣之英轮【摩拉】号释放。

９﹐２２（八，一）

甲、蒋总裁自重庆到昆明，停四小时与卢汉晤谈后，即飞广州。

乙、中国代表蒋廷黻在联合国大会讲演，控诉苏俄助中共，促请注意危机。

丙、驻美大使顾维钧访代理国务卿罗斯基，请表明对华政策。

丁、厦门附近激战，共军攻嵩屿。

戊、周恩来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报告筹备经过。

９﹐２３（八，二）

甲、蒋总裁在广州召开会议，白崇禧自衡阳来参加。

乙、共军占宁夏省城。

丙、投入共军之【长治】舰在南京附近被空军炸沈。

丁、苏外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抨击蒋廷黻演说。

戊、美总统杜鲁门宣布苏联曾有原子爆炸。

９﹐２４（八，三）

甲、共军占广东南雄、河源。始兴县长饶纪锦叛变。

乙、西北共军（王震）占酒泉。

丙、厦门嵩屿集美激战。

丁、湘西共军占泸溪。唐生智在湘南东安武冈叛变。

９﹐２５（八，四）

甲、闽南共军攻占嵩屿、屿仔尾，国军退守厦门岛。

乙、共军占粤北始兴，韶关附近激战。

丙、立法委员王又庸等五十三人通电反对政府。

丁、苏联塔斯社宣布苏联早有原子武器。

９﹐２６（八，五）

甲、新疆主席鲍尔汉、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加入解放

军（国军师长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于昨日离迪化，取道南疆赴印）。

乙、蒋总裁与李宗仁恳谈当前局势。

丙、厦门外围国军陆上据点均撤守。

９﹐２７（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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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北平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

法，三、以北平为首都，仍改称北京，四、国旗定为红色五星，五、采用公历，六、国歌暂

用义勇军进行曲。

乙、中国代表蒋廷黻正式向联合国大会控诉苏联破坏中苏友好条约及联合国宪章，支持中共。

丙、美【戈登】轮自上海撤侨（一千二百五十人）到香港，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暹罗大

使及美英使馆人员均随轮到港。

丁、美国伊斯勃兰公司三轮在上海口外被海军扣留。

９﹐２８（八，七）

甲、美国会通过援外案，内七千五百万元援助中国一般区域。

乙、华中华南联防，白崇禧部自湖南增援粤北。

丙、陈诚驳斥台湾交联合国托管说。

９﹐２９（八，八）

甲、北平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并决议向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

共和国为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要求取消国民政府的中国代表资格。

乙、联合国大会通过将中国控诉苏联案列入议程。

９﹐３０（八，九）

甲、北平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

刘少奇、宋庆龄、李济琛、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等五十六人为委员。

乙、北平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表宣言，中国面貌已改变，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

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即闭会，

由朱德致词。

丙、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发表谈话，蒋李间精诚融洽，中枢人事绝无问题（近日

阎锡山曾辞行政院院长，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程思远亦辞）。

丁、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为李宗仁代总统拒绝任命汤恩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事发表谈话，

说明不能同意之理由，行政院新闻处长鲍静安亦发表谈话，说明任命经过及立场。

戊、派黄金涛代理福建省政府主席（原由方治代），福建主席兼绥靖主任朱绍良查办。

己、厦门国军袭击嵩屿。

１０﹐１（八，一○）

甲、北平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主席毛泽东宣布国务委员会，派周恩来为国务总

理兼外交部部长。

乙、周恩来致函各国使领，要求承认新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丙、北京举行开国典礼。

丁、驻法使馆职员宣布服从新政府，大使钱泰辞职。

戊、叶公超正式被任为外交部长（胡适辞）。

己、萧毅肃代理参谋总长（顾祝同辞）。

庚、鄂西国军收复巴东。

辛、湘南汝城激战，共军失利。

１０﹐２（八，一一）

甲、苏联宣布承认北京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现在广州之政府断绝关系。

乙、蒋中正总裁、李宗仁代总统及阎锡山、白崇禧、张群、余汉谋、顾祝同、徐永昌会商军

事政治。

丙、藏兵进集西康边境。

１０﹐３（八，一二）

甲、政府宣布对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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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美国国务院宣布继续承认现在广州之国民政府，对于任何中共政权之立场不致有所改变。

丙、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宣布承认北京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丁、阎锡山为北平伪政府成立，发表告全国同胞及将士书。

戊、李宗仁为北平伪政府成立，发表告全国同胞及世界友邦人士书。

己、蒋总裁自广州返台北（与李宗仁之军事主张不协）。

庚、粤北陈赓部大举进攻乐昌韶关。

辛、关吉玉任财政部长，徐堪辞。

１０﹐４（八，一三）

甲、苏联派原驻华大使罗申为驻北京大使，北京派戈宝权为驻苏大使。

乙、湘西共军占芷江。湘南进迫衡阳。

丙、粤北韶关附近激战。

丁、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免职。

戊、通缉龙云。

己、立法院追认对苏绝交，并声讨北平伪政府。

１０﹐５（八，一四）

甲、美代理国务卿韦勃谈话，现未承认中共政权。

乙、英外相贝文谈话，英国对于承认中共政权一事所采政策须视中共政权之一般态度而定。

丙、南斯拉夫承认中共政权。

丁、政府与波兰、捷克断绝外交关系。

戊、粤北共军占仁化。

己、舟山群岛国军退出金塘。

庚、北平之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参加，刘少奇、宋

庆龄、何香凝演说欢迎。

１０﹐６（八，一五）

甲、国军退出广东韶关（刘安祺部退向海南岛）

。

乙、国民党永远开除宋庆龄、张治中、邵力子、张难先、傅作义、钱昌照、竺可桢、许德珩、

曾昭伦、吴有训、谭惕吾、钱端生等党籍。

丙、空军毛昭宇等六人夺机自宁夏飞抵台北。

１０﹐７（八，一六）

甲、白崇禧部自衡阳退至桂林。

乙、共军陈赓部占韶关。

丙、蒋总裁乘轮船到厦门视察并劝慰汤恩伯（翌日返台北）。

丁、立法院院长童冠贤辞职。

戊、北平宣布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新闻记者均须停止新闻活动。

１０﹐８（八，一七）

甲、洪兰友电告蒋总裁，广州危急，李宗仁有知难而退之意。

乙、顾祝同电请蒋总裁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

丙、共军林彪部占衡阳。

丁、通缉傅作义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八十九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

席、委员（五十六人）。

戊、撤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惩处马步芳、马鸿逵、马继援，通缉马鸿宾。

己、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自东京到台北（１０﹐１４返东京）。

庚、陈纳德自美抵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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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立法院散会。

１０﹐９（八，一八）

甲、共军占广东英德及湖南邵阳。

乙、闽南共军登陆大磴岛。

丙、蒋总裁告全国同胞，一致反共产国际侵略。

丁、蒋经国迎于右任、吴忠信到台北，吴告蒋总裁，李宗仁希望蒋复位。

１０﹐１０（八，一九）

甲、台北庆祝国庆，举行反俄反共示威游行。

乙、李宗仁、阎锡山分别发表告民众书。

丙、吴铁城自广州到台北。

丁、共军占广东清远。

１０﹐１１（八，二○）

甲、阎锡山到台北，谓国际志愿军颇有希望，并说明团结之重要。

乙、蒋总裁自台北到定海视察，周至柔、桂永清、蒋经国同行（

共军已侵入舟山）。

丙、共军占湖南武冈。

１０﹐１２（八，二一）

甲、政府宣布本月十五日起在重庆办公。

乙、西北共军（王震部）进入新疆哈密。

丙、闽南共军占小磴岛。

丁、印度总理尼赫鲁到华盛顿，受隆重欢迎。

１０﹐１３（八，二二）

甲、李宗仁离广州，抵桂林。

乙、广州情形混乱，共军占从化、花县。

丙、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自北平到南京。

１０﹐１４（八，二三）

甲、李宗仁到重庆。

乙、蒋总裁自定海返台北（即以郭忏统舟山各军）。

丙、广州连续爆炸起火。

１０﹐１５（八，二四）

甲、阎锡山自台北到重庆。

乙、共军陈赓部占广州，港穗交通断绝。

丙、广东省府主席薛岳退至海南海口（原拟赴湛江）。

丁、广东湛江第六十二军一部变乱，大肆抢掠（１０﹐１７退出）。

戊、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到上海。

１０﹐１６（八，二五）

甲、革命实践研究院在台北开学。

乙、行政院决议加大地方政府权责。

丙、湘西国军收复靖县通道。

丁、东京电，中共曾与苏联在哈尔滨及莫斯科订立协议。

戊、美参议员史密士自东京（商台湾问题），陈纳德自香港到台北，晤蒋总裁。

己、蒙古人民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０﹐１７（八，二六）

甲、共军攻占厦门，国军改守金门（国军刘汝明曹福林部不战，大部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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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国军封锁珠江口。

丙、尼赫鲁在纽约强调印度不涉入美苏冷战中任何一方面。

１０﹐１８（八，二七）

甲、蒋总裁与于右任、丁惟汾、吴忠信等商复任总统事，均主须李宗仁自动退职。

乙、李宗仁在重庆欢迎会讲演，革新政治，团结力量。

丙、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否认美国托管台湾。

丁、共军陈赓部占广东四会。

戊、苏外长维辛斯基在美宣称苏联制造原子弹成功，已毁灭美国军事战略及原子弹外交政策。

１０﹐１９（八，二八）

甲、浙江共军攻占舟山群岛之桃花岛。陈诚到定海视察（１０﹐２１返台）。

乙、湘西共军占永绥。

丙、海军美颂舰，在香港附近谋变，未成。

丁、白崇禧号召广西民众保乡卫国。

戊、台湾中央日报社被焚。

己、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离上海回北京。

１０﹐２０（八，二九）

甲、西北共军王震部进入迪化。

乙、北京政府阁员名单宣布，副总理为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内政部长谢觉哉，

公安罗瑞卿，财政薄一波，商业叶启泉，重工业陈云，燃料工业陈裕，纺织工业曾山，粮食

工业杨里山，轻工业黄炎培，铁道邓德元，水利傅作义，卫生李德全。又沈钧儒任最高法院

院长。

丙、驻香港之政府机构否认撤退（传英将承认新政府）。

丁、南斯拉夫、印度、厄瓜多尔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理事（苏反对南当选）。

戊、传豫鄂皖边区游击队二十余万活动。

己、美国务卿艾契逊讲演，指斥苏联为侵略者。

１０﹐２１（八，三○）

甲、美国务院否认与北平政权交涉商务问题。

乙、美共和党六议员马丁等发表声明，主继续援助国民政府，不应承认中共政权。

丙、英国、印度、泰国驻华大使自上海到香港。

丁、汕头国军撤退。

戊、湘西国军收复黔阳。

己、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叶剑英为主任（翌日叶到广州）。

庚、北京及各地热烈举行庆祝斯大林七十岁诞辰大会。

１０﹐２２（九，一）

甲、广东中山石岐国军撤退。

乙、沈阳美总领事因殴打华人被捕。

１０﹐２３（九，二）

甲、湘南共军占零陵、东安。

乙、白崇禧等到海南岛（顾祝同等亦到）。

丙、滇缅公路加紧抢修。

丁、香港官方发表九月份输往华北货物总值三千余万元港币，本月计有轮船三十六艘自港驶

华北。

１０﹐２４（九，三）

甲、蒋总裁广播，勉台湾同胞坚持反共抗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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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白崇禧、余汉谋、顾祝同、陈济棠、薛岳、李汉魂会于海南岛海口。

丙、广东共军占阳江。

丁、湘西共军占永顺桑植，与国军相持于龙山以南。

戊、四川外侨准备撤退。

１０﹐２５（九，四）

甲、共军登陆金门，与国军激战。

乙、海军第四巡防舰队长柳炳镕在广东投共军。

丙、美国务院否认将承认西藏独立，惟正注视该地情势。

丁、台湾举行全省运动会。

１０﹐２６（九，五）

甲、登陆金门之共军约二万人，在古宁头为国军所消灭。

乙、中共派遣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纪念，由丁玲率领出发。

丙、美国务卿艾契逊发表声明，斥责中共留难美国外交人员。

丁、陈纳德到海南岛。

１０﹐２７（九，六）

甲、中央航空公司飞机一架自香港出走（先已有一架出走）。

乙、白崇禧到重庆（胡宗南等亦到）。

丙、陈诚自台北到金门视察。

丁、美总统杜鲁门招待记者，对承认中共政府问题，不作表示。

戊、北平宣布苏联派专家二百余人来华。

己、英参谋总长史廉到香港。

１０﹐２８（九，七）

甲、广东共军进入罗定。

乙、中共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萧华辅等被枪决。

１０﹐２９（九，八）

甲、重庆举行军政会议。

乙、广东共军占茂名，进入雷州半岛。国军收复信宜。

丙、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宣布任务完成。

丁、英驻美大使谈，英美对承认中共政府意见并无分歧。

１０﹐３０（九，九）

甲、陈诚到海南岛，晤余汉谋、薛岳、陈济棠。

乙、汤恩伯到台北，金门防务由胡琏负责。

丙、四川大邑警察队叛变，县长被杀。

丁、北平广播，华北灾民计千万人。

１０﹐３１（九，一○）

甲、共军自青海玉树进入西康德格。

乙、粤西国军收复电白。

丙、香港中央银行停业（其它政府在港机构亦均结束）。

丁、香港英海军公报，已实行护航。

戊、新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到莫斯科。

己、中共台湾省工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在高雄被捕。

１１﹐１（九，一一）湘西共军分道进入贵州，占天柱、玉屏、铜仁。

１１﹐２（九，一二）

甲、鄂西共军占巴东，进向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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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李宗仁、张群自重庆到昆明。

丙、俞大维任东南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丁、美禁航空用之精炼汽油向亚洲输出。

１１﹐３（九，一三）共军陈毅部自舟山群岛之桃花岛进攻登步岛，强行登陆。

１１﹐４（九，一四）

甲、拉萨外交处长索康电请各国予西藏以援助，抵御共产党，声明西藏为一独立国家。

乙、英国警告中国政府，不得以空袭执行对共匪口岸之封锁，中国军舰飞机不得在香港加燃

料。

丙、英国新嘉坡会议完毕（１１﹐２开始，商承认中国新政权问题）。

丁、共军占湖北建始、湖南龙山。

戊、广东国军退出茂名廉江。

１１﹐５（九，一五）

甲、阎锡山谈话，将尽力加强关闭共区港口，并否认政府将迁昆明。

乙、广东共军占封川。

丙、国军自台湾增援舟山群岛（１１﹐３已有一批自基隆出发）。

１１﹐６（九，一六）

甲、进攻舟山群岛登步岛之共军约六千人被国军消灭。

乙、陇南国军收复西和。

丙、云南国军收复庆鹤。

１１﹐７（九，一七）

甲、共军自湘西进占四川秀山。鄂西国军（宋希濂部）退出恩施。

乙、洪兰友自昆明到台北，晤蒋总裁。

丙、自上海开出之英船【济南】号在长江口外被截留。

丁、政府关闭广州、汕头、厦门三港口。

１１﹐８（九，一八）

甲、白崇禧向美国广播，呼吁援助。

乙、湘西共军占晃县。

丙、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到台北。

丁、自上海开出之英船【和生】号在长江口外被扣。

１１﹐９（九，一九）

甲、中国航空公司飞机十架，中央航空公司飞机二架自香港飞往共区，两公司总经理刘敬宜、

陈卓林及职员宣布服从【人民政府】（

刘等抵北京）。

乙、四川涪陵兵变。

丙、陇南国军收复西固。

１１﹐１０（九，二○）共军占贵州镇远、黄平，贵阳吃紧。

１１﹐１１（九，二一）

甲、阎锡山连电蒋总裁请赴重庆。

乙、李宗仁自昆明到桂林。

丙、鄂西共军占咸丰。

１１﹐１２（九，二二）

甲、共军占四川酉阳，另支占鄂西利川。

乙、共军占贵州马场坪、贵定。

丙、成都金融混乱，银圆券贬值，商店大都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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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港政府限制台湾琼州旅客入境。

戊、印度尼赫鲁在伦敦谈话，只承认中国在西藏之宗主权。

１１﹐１３（九，二三）

甲、外交部长叶公超、交通部长端木杰到香港，与港政府交涉处理中国航空公司及中央航空

公司事件。

乙、共军占四川黔江。

丙、陈纳德自香港到东京，晤麦克阿瑟。

１１﹐１４（九，二四）

甲、共军占贵阳。

乙、蒋总裁自台北到重庆，即电促李宗仁返渝。

丙、李宗仁自桂林到南宁。

丁、驻英大使郑天锡覆英外交部，声明中国有权使用港九海面。

戊、美轮【飞云】号在长江口外遭中国海军炮击。

１１﹐１５（九，二五）

甲、共军自贵阳西占清镇。

乙、蒋经国奉命自重庆赴川黔交界视察。

１１﹐１６（九，二六）

甲、李宗仁到海口，当日返南宁，阎锡山电请返重庆。

乙、香港政府应国民政府之请，冻结中国及中央航空公司飞机。

丙、美政府抗议炮轰【飞云】号。

丁、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援华执行人纳森到台湾。

１１﹐１７（九，二七）

甲、李宗仁称病，拒绝回重庆。

乙、美国宣布关闭重庆领事馆。

丙、美总统杜鲁门为华德被捕事件，谴责中共。

１１﹐１８（九，二八）

甲、共军自贵州麻江都匀进至独山。

乙、共军自湖北利川迫近万县，另支占石柱。

丙、力主援华之美参议员诺兰经日本到台湾。

１１﹐１９（九，二九）

甲、共军占贵州遵义。

乙、白崇禧之发言人否认广西与中共商谈政治解决。

丙、贵州国军第八十九军长刘伯龙以作战不力鎗决。

１１﹐２０（一○，一）

甲、李宗仁自南宁到香港，托言就医，中枢军政请阎锡山主持。

乙、白崇禧到重庆（明日返南宁）。

丙、川东共军迫近涪陵。

１１﹐２１（一○，二）

甲、蒋总裁告白崇禧，决不于此时复职，盼李宗仁来渝。

乙、国民政府准备自重庆移成都。

丙、川东共军占忠县。

丁、美参议员诺兰参观台湾陆空军（翌日赴菲律宾）。

１１﹐２２（一○，三）

甲、共军占桂林。



- 1618 -

乙、美国务卿艾契逊为沈阳美总领事华德事件，分电三十国一致向中共抗议。

丙、美第七舰队司令白克莱在香港晤李宗仁。

丁、居正、朱家骅携蒋总裁函，自重庆到香港，劝李宗仁返重庆。

戊、川东涪陵附近激战。

１１﹐２３（一○，四）

甲、国民政府组织行动内阁，编遣各部会人员。

乙、行政院改任李品仙、胡琏、石觉、王治岐为广西、福建、浙江、甘肃四省主席。

丙、黔北共军进入娄山关。

丁、沈阳美总领事华德判处徒刑六月，缓刑一年，驱逐出境。

１１﹐２４（一○，五）

甲、黔西国军收复安顺，黔北共军占桐梓。

乙、亚澳二洲国家工联会议在北平开幕，刘少奇演说，共党领导之民族解放军应在现仍为西

方帝国主义控制的东方各国建立起来。

１１﹐２５（一○，六）

甲、居正、朱家骅、洪兰友等自香港返重庆，李宗仁函覆蒋总裁暂不返渝。

乙、美参议员诺兰到重庆晤蒋总裁，麦克阿瑟代表惠勒同行。

丙、国军罗广文部放弃四川南川。

丁、万县南岸激战。

戊、北京广播鼓动西藏人民革命，班禅已要求派军解放西藏。

己、联合国大会开始讨论中国控诉苏联案。

庚、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常年大会声明支持中共进入联合国。

１１﹐２６（一○，七）

甲、白崇禧部败刘伯承部于广东廉江。

乙、川东共军占南川。

丙、广西国军收复梧州。

丁、沈阳美副领事史杜克以间谍罪被捕。

１１﹐２７（一○，八）

甲、共军自南川占綦江，另支占涪陵，重庆情势紧急。

乙、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劝李宗仁回国视事，否则请蒋总统复位。

丙、美参议员诺兰再晤蒋总裁，即自重庆飞南宁，晤白崇禧（翌日赴香港）。

丁、沈阳美副领事史杜克释放，全体领事馆职员被判处驱逐出境。

１１﹐２８（一○，九）

甲、阎锡山、张群自重庆飞成都，政府正式移蓉。

乙、朱家骅、洪兰友再到香港，劝李宗仁返重庆。

丙、共军进至重庆南岸之小温泉。

丁、美、澳、墨、菲、巴基斯坦五国向联合国大会提议尊重中国独立。

戊、美商轮【富兰克林】号在长江口外被击受伤。

１１﹐２９（一○，一○）

甲、重庆南岸近郊激战。

乙、美巡回大使吉思普告柯克上将，美政府不再以军火供给国民政府。

１１﹐３０（一○，一一）

甲、蒋总裁自重庆飞成都。

乙、共军占重庆，国军罗广文兵团叛变。

丙、美重申对中国关闭港口态度，声明仍不承认，但亦不派舰护航（明日照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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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一○，一二）

甲、蒋总裁约见邓锡侯、刘文辉、熊克武、向传义、王陵基。胡宗南自绵阳来见，商军事部

署，命守内江（本日璧山失守）。

乙、广州军火库爆炸。

１２﹐２（一○，一三）

甲、朱家骅、洪兰友携李宗仁函自香港返成都（李函云仍须赴美，为期一月）。

乙、蒋总统与阎锡山、张群等商谈，决定准备复行视事。

丙、北平政务院通过【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办法】。

丁、行政院决议台湾省政府委员增加为二十三人（原为十五人）。

戊、浙江兰溪发生暴动。

己、美参议员福开森自东京到台湾。

１２﹐３（一○，一四）

甲、阎锡山电促李宗仁即日返国，挽救危局。

乙、在成都之立法委员五十余人发表时局主张，请蒋总统复职。

丙、胡宗南指挥全川军事。

丁、川东宋希濂部撤至川西宜宾。

戊、广西国军自南宁撤退，李品仙、夏威到海南岛。

己、陈诚对记者宣布东南国军整编完成，确保台湾极有把握。

庚、美国务卿艾契逊声明不承认中国封锁港口为合法。

１２﹐４（一○，一五）

甲、李宗仁发表谈话，重申反共决心，绝不推卸对国家人民所负责任。另答美记者，美国给

予中国之任何援助，均应由其经手。

乙、蒋总裁对美记者谈话，不惜任何牺牲，持久反攻战斗，民主国家如低估中国反共战争重

要性，必将危害其本国安全自由与独立。

丙、在台湾之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分别电请蒋中正复总统职。在成都之国大

代表亦有同样表示。

丁、行政院再度裁员，仅留二百五十人。

戊、成都秩序渐乱。

己、白崇禧到海南海口。

庚、川南共军占泸州。

１２﹐５（一○，一六）

甲、李宗仁离香港飞美国。临行电阎锡山一个月即遄返。

乙、青年党陈启天、民社党蒋匀田电请蒋总统复职，并请白崇禧一致敦劝。

丙、台湾行政会议开幕。

丁、共军自四川永川占荣昌、内江、自流井。

戊、白崇禧部十余万在桂粤之交溃败。

１２﹐６（一○，一七）

甲、共军占南宁。

乙、共军大败国军于钦州。

丙、在台国大代表七百余人电请蒋总统复职。

丁、顾维钧电告蒋总裁，美国暂不考虑承认中共问题。

戊、青年反共救国战斗团在成都成立。

己、空军炸广州。

庚、周恩来通知英方，如不交出中国及中央两航空公司飞机，将以在华之英人资产作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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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一○，一八）

甲、国民政府宣布迁设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原拟迁昆

明，为卢汉所拒。西昌大本营亦未成立）。

乙、顾祝同任西南军政长官（代张群），胡宗南为副长官兼参谋长，杨森为副长官兼川陕甘

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王缵绪、唐式遵为西南第一、二路游击总司令，盛文为成都防卫总司令。

丙、李宗仁抵旧金山，即赴纽约。

丁、共军进至四川潼南。

戊、蒋总裁约见刘文辉、邓锡侯，均不至。

己、蒋总裁派张群赴昆明，并决定中央政府迁台北。

庚、胡宗南部主力到成都。

辛、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林伯渠、陈云、何香凝、张澜、张东荪、黄炎培、谭平山、沈钧儒、

李德全、郭沫若、马寅初、马叙伦、李烛尘、宋庆龄、陶孟和、张难先、张元济、张治中、

邵力子、柳亚子、李蒸、钱昌照、吴有训、章益、梁希、张奚若、许德珩、胡厥文、沈雁冰、

陈重道、张志骧、陈鹤琴、顾毓瑔、李达、章乃器、史良、章伯钧等一百五十名。

壬、联合国大会决议中国控苏案交小型大会（临时委员会）处理，并通过尊重中国政治独立，

尊重中国人民选择其政府之权利，要求各国勿在中国求取特权。

中国代表蒋廷黻声明保留重提大会之权。

１２﹐８（一○，一九）

甲、共军进占四川资阳。

乙、阎锡山朱家骅自成都到台北。

丙、张群偕云南三军长余程万、李弥、龙泽汇自昆明到成都。

丁、白崇禧部收复广东北海。

１２﹐９（一○，二○）

甲、昆明卢汉态度再度转变，扣留甫自成都回滇之张群、余程万、李弥（另有飞机六架被扣，

空军运输机一架逃出）。

乙、四川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通电附共。

丙、西昌驻军刘文辉部伍培英师与新到之国军冲突，被击败。

丁、成都情形混乱，候机飞台湾者千余人。

１２﹐１０（一○，二一）

甲、卢汉电刘文辉扣留蒋总裁。

乙、蒋总裁自成都飞台北，临行约胡宗南密谈三次。

丙、昆明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

丁、共军占四川遂宁。

戊、运输机一架（自成都飞出）在海南海口失事，死伤多人。

１２﹐１１（一○，二二）

甲、张群获释，离昆明飞海防（翌日飞香港）。

乙、传美国将予国民政府以经济及外交援助。

丙、台北连日枪决共党多人。

１２﹐１２（一○，二三）

甲、西昌国军击败刘文辉部之第一三六师伍培英部。

乙、北平令卢汉接受刘伯承指挥。

丙、台湾行政会议闭幕。

１２﹐１３（一○，二四）

甲、进至成都附近之共军被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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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传白崇禧到河内，与法方商所部假道越南赴海南（白部两军编为越南志愿军）。

１２﹐１４（一○，二五）成都附近之刘文辉部第二十四军以不听命令，被胡宗南部解决。

１２﹐１５（一○，二六）

甲、台湾省政府改组，吴国桢代陈诚为主席，委员二十三人，台省人占十七名。

乙、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撤职，以贺国光继任。

丙、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下令讨卢汉。

１２﹐１６（一○，二七）

甲、毛泽东偕苏联大使罗申到莫斯科，当晚晤斯大林，副总理莫洛托夫、马宁可夫、布加宁

及外长维辛斯基均在座。

乙、张群到台北。

丙、参谋总长顾祝同自成都到海南海口。

丁、陈纳德之民航队自香港迁台湾（以英将承认北京政府）。

１２﹐１７（一○，二八）

甲、行政院宣布加强关闭大陆港口，自二十一日起，领海区域布置水雷，所有外轮限二十日

前离开关闭区域（１２﹐１２已由台湾外交特派员照会各国领事馆）。

乙、行政院决议通缉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

丙、共军自四川简阳进攻成都东南龙泉寺，自陕南入川之彭德怀部占广元。

丁、缅甸承认北京政府。

１２﹐１８（一○，二九）

甲、共军占四川剑阁。

乙、白崇禧部三万人进入越南。

丙、李品仙自海口到台北。

１２﹐１９（一○，三○）

甲、云南国军李弥部攻入昆明。

乙、四川新津眉山仁寿间激战，国军胡宗南部获捷。

丙、陈纳德之民航队宣布收购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资产。

丁、台湾省参议会不满省政府委员人选，请国府重加考虑，并宣告休会。

戊、四川将领杨森、孙震到台北。

己、美政府警告美国商轮勿驶入上海危险区。

庚、国民政府驻菲大使陈质平与菲总统会商防止军火运入共区。

１２﹐２０（一一，一）

甲、国民政府正式请美国予台湾以军事经济援助。

乙、成都外围继续激战。

丙、顾祝同、余汉谋、薛岳自海口到台北。

１２﹐２１（一一，二）

甲、共军发出文告，劝胡宗南于三日内投降。

乙、国民政府海军在沿海（辽河口至电白）布雷。

丙、外交部令驻外各使节向驻在国声明，如承认北平政权即违反联合国宪章，助长国际共产

主义之蔓延，支付巨大代价。

丁、行政院会议，检讨中英邦交。

戊、国民政府任李弥为云南省主席，余程万为绥靖主任。

己、顾维钧偕董霖（国府外交次长）访美副国务卿韦勃。

庚、台湾省参议会复会，省政府改组问题获致谅解。

１２﹐２２（一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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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共军迫近成都，国军作战指挥部移广汉。

乙、英国宣布停止华人在英存款支付。

丙、美国与菲律宾举行军事会议。

１２﹐２３（一一，四）

甲、美国务院密令该国驻西太平洋外交官员，美国决定放弃援助台湾，台湾并无大的重要性，

即将为共产党所有。

乙、传苏俄前沿海军管区司令官米列兹科夫被任为北京政府最高军事顾问。

丙、胡宗南自四川广汉到海南榆林（成都胡部不肯再战）。河南省主席赵子立在川北投共军，

师长田中由率部西渡嘉陵江（１２﹐２８）。

丁、张群、吴铁城自香港到台北。

戊、美总统杜鲁门对记者声明台湾为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之一部，并非独立的。

己、美大使馆代办史特朗到台北。

庚、美政府宣布任何美船如驶入上海，将吊销其执照。

辛、香港最高法院宣布拒绝陈纳德收购中国及中央两航空公司财产。

１２﹐２４（一一，五）

甲、广东发动反法国帝国主义运动（以法军用机侵入广西上空，法与白崇禧勾结）。

乙、国府派吴铁城为庆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特使。

丙、香港电车工人怠工。

１２﹐２６（一一，七）

甲、共军占成都，邓锡侯、潘文华均降（胡宗南之裴昌会兵团被解决）。

乙、共军准备进攻海南岛，国军飞机在雷州半岛大举轰炸。

１２﹐２７（一一，八）

甲、蒋总裁答美记者，世界和平不可分割，太平洋区亦须缔结公约。

乙、国军飞机继续轰炸广东沿岸，并以舰队戒备琼州海峡。

丙、自陕南入川之共军进至梓潼。

丁、印度尼西亚合众国正式成立。

１２﹐２８（一一，九）

甲、胡宗南自海南飞返西昌。白崇禧到台北。

乙、台湾开始征兵。

丙、国民政府承认印度尼西亚合众国。

丁、价值美金一千万元之银币运至台湾。

１２﹐２９（一一，一○）

甲、美总统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商对华及台湾问题（传美参谋会议决定助蒋中正防守台湾）。

乙、美海军部宣布派航空母舰一艘及驱逐舰二艘赴亚洲，增强第七混合舰队。

丙、联合国苏联代表马立克提议中国代表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代表任之。

１２﹐３０（一一，一一）

甲、美国务院消息，国民政府已非正式要求派遣顾问人员协助防守台湾。

乙、印度承认北平政府，外交部宣布与印度绝交。

丙、周恩来宣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分配规定】

（华东区四千五百万分，中南区三千万分，华北区一千五百万分，西南区七百万分，西北区

三百万分）。

１２﹐３１（一一，一二）

甲、蒋总裁广播，号召全国反共到底。

乙、中共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谓一九五○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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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和西藏。

丙、中共台湾省工委兼武装工作部长张志忠在台北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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